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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女性參與博彩活動及心理健康狀況調查』(簡稱『女性博彩調查』)由社會工作局委

託澳門大學進行。調查旨在以科學方法找出澳門女性的賭博參與概況和參與賭博的動

機以茲局方參考並制定措施，以協助有需要的女性賭博參與者。是次『女性博彩調查』

包括『電話訪問』及『焦點小組』兩部份。 

『電話訪問』以電話隨機抽樣方式成功完成訪問了1013名18歲或以上澳門的女性賭博

參與者，結果摘要如下： 

 女性賭博較偏向和朋友家人或其他人一起賭，只有27%自己一個去賭。 

 主要賭博形式方面，超過一半受訪者參與親戚朋友之間的社交賭博(57%)和買香

港「六合彩」(54%)，其次為去賭場 (17%)、角子機場落注 (15.60%) 或麻雀檔 

(4.44%)，而賽馬和足/籃球博彩等並不太多女性參與。 

 在DSM IV測試中，2分或以下的受訪者共有95.05% (940人)，3分至4分的『可能

成為問題賭徒』有2.8% (28人)，而5分或以上的『可能成為病態賭徒』有2.1% 

(21人)。與「澳門居民參與博彩活動調查 2010」的結果比較，前者相約而後者則

似乎稍低，但由於『女性博彩調查』只包括過去一年有賭博經驗的18歲或以上女

性樣本，所以不能作直接比較。 

 在各賭博動機因子(即自我價值、金錢收益、感覺尋求、緩和厭煩、學習和社交)

中，受訪者較多是因為社交和緩和厭煩的原因而參與賭博。而自我價值動機對女

性不太重要。而各賭博動機因子均與再賭博的打算呈正相關。即賭博動機較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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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在再次參與賭博的意向比較強。 

 自我價值動機較高者、金錢收益動機較高者、感覺尋求動機較高者、緩和厭煩動

機高者動機較高者、學習動機較高者的DSM分數較高。 

 『可能成為問題/病態賭徒』的緩和厭煩和社交的賭博動機相對較高，顯示女性可

能為解悶或社交原因而賭博，並漸變沉迷。 

 第一次參與賭博的人的年齡中位數是21歲。第一次賭博的年紀與社交動機及是否

打算在半年內賭博呈正相關，即較年幼開始賭博的人的社交動機較強，亦較有在

不久將來再賭博的打算。 

 家裏受重視程度與自我價值、學習、感覺尋求、及金錢收益的賭博動機呈負相關，

即不受重視者在這幾方面的賭博動機較強。受訪者在家裏受重視程度亦與DSM IV

呈負相關，而它與《GHQ量表》的分數呈正相關，即不受重視者的DSM IV的分

數較高，亦較不健康。顯示對賭博和健康影響較深的可能並非是實質的家庭的分

工狀況而可能是婦女在家庭內的地位。 

 做家務時間較短的女性比做家務時間較長的女性傾向有較多的賭博動機。 

 在6個生活範疇(家庭、工作、社交、處理家務、及個人或家庭經濟)上，相對有較

多的受訪者認為賭博活動對她們的家庭生活有負面影響(14%)，但對其社交生活

則有正面影響(13%)。整體而言，大多數受訪者認為賭博活動對她們的各個生活

範疇並無特別大影響。 

 賭博活動對博彩從業員與非博彩從業員的影響是相同的，不會因為她們較認識賭

博而減輕。 

 『可能成為問題/病態賭徒』認為賭博活動對她們生活各方面的影響均為正面(平

均值高於3分)，顯示她們對賭博後果的認知有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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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彩從業員的健康狀況較非從業員差。 

 受訪者的身心健康狀況與各賭博動機(社交動機除外)呈負相關，即不健康者賭博

動機較強。 

 在認識澳門賭博輔導服務機構方面，最多受訪者有聽過的機構是社會工作局志毅

軒 (31%)。 

 67%『可能成為問題/病態賭徒』(32人) 完全沒打算使用賭博輔導服務，27% (13

人) 沒怎麼打算使用賭博輔導服務，只有3人(6%) 有點打算使用賭博輔導服務。 

 在『可能成為病態/問題賭徒』中，在家中的受重視程度和自身薪金能夠顯著地預

測求助的打算，並且都呈現負相關的關係。即在家不受重視的，她們便傾向向機

構求助。而薪金低的受訪者亦傾向向機構求助。顯示機構需要更幫忙缺乏社會支

持或經濟實力的人。家務小時數多的『可能成為病態/問題賭徒』亦較傾向求助。 

 

『焦點小組』共有 7 場，總參與人數為 31 人，均由『電話訪問』的受訪者中隨機選

取。每場討論時間為 75 分鐘到 90 分鐘左右。結果摘要如下： 

 澳門女性的主要賭博動機或原因大致和以往文獻所載的相符，包括金錢(贏錢及賺

快錢)、感覺尋求(賭博時的感官刺激)、緩和厭煩(減輕煩悶和填補空閒時間)、學習

(學玩法和情緒控制，訓練思考能力)、社交(和親戚朋友同樂，聯絡感情)及自我價

值例如滿足虛榮心)。但亦有小組參與者提出賭博可以是為了非金錢的利益回報，

指的是賭場種類繁多的附屬服務，有免費餐飲、空調設備、免費門票或是其它微

小利益。其他被提及的賭博原因還有不服輸、有閒錢、識得玩和好奇心等。利益

(金錢或非金錢)、感覺尋求、和緩和厭煩是較主要的賭博動機，基本上與問卷調

查結果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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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組參與者亦提及賭博與心癮有關，反映她們了解賭博可引致心理上的依賴，賭

徒會為減輕脫癮徵狀而參與賭博。 

 整體而言，小組參與者對問題或病態賭徒的主動求助和治療並不正面積極。有參

與者表示問題或病態賭徒的行為習性已形成，很難改變；而她們亦未必知道或希

望改變，也不知道求助的途徑。然而，參與者相信親友的支持和社會政策的改善

與支援可有助防治問題或病態賭博。 

 兩個促使求助原因為賭徒自身的態度和相關活動舉辦。在態度方面，有些參與者

表示除了賭徒自身會突然醒悟想做出改變外，與家人密切不分的關係(羈絆)亦會

令賭徒有求助想法。而在活動方面，有小組參與者表示舉辦一些戒賭活動或是有

家人參與的戒賭小組會有助於賭徒增加求助的意願。 

 求助的妨礙因素有外在和內在兩方面。外在因素和賭徒同伴的影響及戒賭機構的

宣傳等有關。在內在因素方面，自尊心、面子及對參與戒賭服務的疑慮如標籤效

應等都可能阻礙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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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研究背景及目的 

1.1 背景 

澳門博彩業發展蓬勃，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的 2012 年年刊及 2013

年 7 月統計月刊，澳門擁有 35 間賭場，超過 5300 張賭枱及 16000 部角子機，於

2012 年的博彩稅收達 113 億澳門元，而博彩業佔本地生產總值達 40%，亦聘用最多

的就業人口。但由博彩業高速發展而引致的問題也不少，其中之一是市民的賭博問題，

根據生活素質調查的結果，在過去多年來，有超過一半澳門市民認為它是一個嚴重的

社會問題。 

 

根據本地及外地的文獻，華人的賭博參與率是偏高的(Blaszczynski et al., 1998; Fong 

& Ozorio, 2005; Wong & So, 2003)。以澳門為例，根據澳門大學呈交社會工作局的

「澳門居民參與博彩活動調查 2010」研究報告，市民賭博參與率近年雖有下降趨勢，

過去一年賭博參與率(past-year prevalence rate)仍達 56%。然而學術界對這現象的

解釋沒有一致的意見，但普遍認同與華人的傳統文化及心理特質如動機有關。賭博動

機因子各有不同，例如感覺尋求(Sensation seeking)(Zuckerman, 1979)、自控幻覺

(illusion of control) (Oei, Lin & Raylu, 2008)等。有些研究認為迷信可能是華人參與

賭博的原因之一(Papineau, 2005; Tsang, 2004; Yip, 2003)，亦有意見認為華人有較

強的自控幻覺 (Lau & Ranyard, 2005; Oei, Lin & Raylu, 2008)。本土研究方面，根據

澳門大學呈交教育暨青年局問題賭博之形成研究報告(2006)，澳門青年的賭博行為跟

朋友影響有關，她們的親人的賭博行為亦與賭博經驗有明顯的關係。個人特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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賭博行為似乎跟社會信念例如憤世嫉俗度，社交彈性度、命運控制以及自我形象有關

係。然而，該報告書的研究對象並不包括 30 歲以上人士，所以未必能全面反映賭博

的成因及風險因素。 

 

針對澳門居民於賭博動機及態度方面的特質，Tao, Wu, Tong 和 Cheung (2011)根據

現有理論框架及澳門的焦點小組研究的結果，開發了適用於華人的賭博動機，態度及

行為量表(GMAB)，並且以電話調查方式抽取具代表性的澳門華人樣本測試量表的效

度。其後，Wu, Tao, Tong 和 Cheung(2012)亦根據新的研究結果發表了該量表的修

訂版(GMAB-R)，同樣以電話調查方式確認該量表具有效度和信度。關於賭博動機方

面，GMAB 的動機量表共有 5 個因子，分別為自我價值(Self worth)、金錢收益

(Monetary gain)、感覺尋求(Sensation seeking)、緩和厭煩(Boredom alleviation)

和社交(Socialization)。其中社交動機包括與朋友會面及節慶聯誼等。賭博參與和賭博

行為(包括問題賭博行為)深受他們如何評價賭博活動影響 (Abt, McGurrin, & Smith, 

1985)。根據在澳門進行的焦點訪談及電話調查，Wu et al. (2012)提出 4 項賭博態度，

包括不良後果(Negative consequences)、技巧(Techniques)、迷信(Superstition)、

命運與幸運(Fate and luck)。 

 

值得留意的是，男女在博彩的概況和動機方面時有明顯差異，而其中部分原因可能在

於女性的家庭角色。Oakley(1976)認為傳統家庭功能角色的女性是家庭預算

(household budget)的主要管理者而且經常要以緊張的預算滿足所有家人的需要。

Casey(2008)認為傳統家庭功能角色的女性會以購買彩票的方式來企圖減輕財政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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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擔，亦認為自己不會因為不負責賭博至變得更窮困。在動機方面，Tao et al. (2011)

及 Wu et al. (2012)的研究均顯示，澳門男女在賭博動機及行為方面是有顯著分別的。

例如澳門男性比女性更強調金錢收益動機、感覺尋求和自我價值。他們亦發現澳門男

性的賭博參與較高，而男性亦有更多的賭博問題。可是，在問題賭博方面，有問題賭

博的女性之增長速度似乎比男性快近一倍(Tavares, Zilberman, Beities & Gentil, 

2003)。而且，Tang, Wu 和 Tang(2007)亦發現華人女性的求助者比男性承受較多的

因問題賭博而引致的負面後果，例如失眠和自殺想法等，亦較缺乏有效方法去償還她

們的賭債。 

 

由於男性賭博者在世界各地的人數都比較多(例如美國, Welte et al, 2001; 香港, Wong 

& So, 2003)，以往的問題賭博研究可能較忽略女性的需要和其獨特情況。然而，各地

博彩研究員漸漸地注意到女性的賭博參與者、女性問題賭徒及女性求助者的數字有上

升的趨勢(e.g., Potenza, Steinberg, McLaughlin, Wu, Rounsaville, & O’Malley, 

2001; Volberg, 2003)。因此，對女性參與博彩活動的概況和相關的心裡特質作系統

性的研究是有其必要性的。 

 

1.2 研究目的 

『女性參與博彩活動及心理健康狀況調查』(簡稱『女性博彩調查』)由社會工作局委

託澳門大學進行。調查旨在以科學方法找出澳門女性的賭博參與概況和參與賭博的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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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以茲局方參考並制定措施，以協助有需要的女性賭博參與者。『女性博彩調查』結

合質性方法及量化方法，以賭博心理學研究的理論為基礎，研究目的在於探討 

 女性參與賭博情況的概況 

 女性參與賭博的動機 

 探討家庭角色有否影響女性賭博參與者的心理健康狀況 

 女性賭博參與者的求助概況 

研究結果將有助社會工作局規劃支援女性賭博參與者的服務，從預防及輔導兩方面完

善澳門對女性賭博參與者的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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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研究方法 

2.1 研究流程 

『女性博彩調查』在 2013 年 4 月至 9 月進行，共分 5 個階段：(1)與社會工作局商討

並定出研究目的、研究範疇及對象、(2)資料搜集、問卷設計、調整及測試、(3) 進行

電話訪問、(4) 設計訪談大綱及焦點訪談、(5)資料分析及報告撰寫。研究結合量化調

查及質化調查：(1)以隨機抽樣方式電話訪問過去一年有賭博經驗的女性澳門居民【以

下簡稱『電話訪問』】、(2)由電話調查的受訪者中邀請同意接受焦點小組訪談者作焦

點小組討論 (以下簡稱『焦點小組』)。 

 

2.2 問卷 

『女性博彩調查』的『電話訪問』題目共分 6 個部分，其中第 1 部份是關於受訪者的

賭博經驗及形式，第 2 部份是關於受訪者的賭博動機，採用賭博動機，態度及行為量

表(《GMAB-R 量表》)中的賭博動機量表1，第 3 部份是關於受訪者的家庭狀況，第 4

部份是關於受訪者的健康狀況，採用一般健康量表(《GHQ 量表》)，第 5 部份是受訪

者是否有呈現問題賭博的徵狀，採用 DSM IV2，第 6 部份是關於有問題賭博徵狀的受

訪者是否有尋求協助及其他與尋求協助相關的情況。『電話訪問』的問卷題目刊載於

附錄 1。 

                                                            
1可於參考文獻中 Wu, Tao, Tong, Cheung (2012)的連結下載 
2在研究展開後的 2013 年中已推出《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五版》，即 DSM V，但尚未有經測試

的中文版 DSM V。因此『女性博彩調查』是基於《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四版》，即 DSM 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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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訪談大綱 

『女性博彩調查』的『焦點小組』部份共有4大討論主題，其中第1個主題是關於賭博

概況和動機，第2個主題是關於賭博後果，第3個主題是關於對問題賭博的觀點，第4

個主題是關於對求助的觀點。『焦點小組』的訪談大綱刊載於附錄2。 

2.4 調查方法 

『電話訪問』的訪問方式為電腦輔助電話調查(CATI)，訪問的語言為中文。調查期間

為 2013 年 5 月下旬至 6 月中旬。『電話訪問』的訪問對象為 18 歲以上在過去 1 年

有賭博經驗的女性澳門居民。在住戶層級，『電話訪問』以 2013 年澳門住宅電話的

所有號碼編入程式，再以電腦隨機取樣住戶。戶中取樣以生日日期隨機選取受訪者。

調查是在澳門大學進行。『電話訪問』的訪問員均為受過調查訓練的澳門大學的全日

制學生。所有收集的資料均保密以保障受訪者，資料只以整體方式發佈而不能分辨個

別受訪者。『電話訪問』完成個案為 1032 個， 美國民意調查研究協會(AAPOR)合作

率 1 為為 38.4%，拒絕率 2 為 10.7%。調查結果的置信水平為 95%，調查的抽樣誤

差為±3.14%。 

 

『焦點小組』在 2013 年 6 月下旬及 7 月進行，共有 7 場。『焦點小組』的參與者都

是從『電話訪問』的受訪者中選取。『焦點小組』在澳門大學進行而討論的語言為中

文。所有參與者的身份均為保密，『焦點小組』進行時各參與者只以代號代表。『焦

點小組』由受訓練的研究員主持，並由研究助理輔助筆錄及錄音。每場討論時間為 75

分鐘到 90 分鐘左右。所有收集的資料均保密以保障參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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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隨機抽樣電話訪問』的研究發現 

3.1 整體樣本特徵 

通過『電話訪問』成功完成訪問的受訪女性人數共 1013 人。年齡中位數為 44 歲。以

不同年齡段劃分3，18 至 29 歲的佔 21.62% (211 人)，30 至 39 歲的佔 15.06% (147

人)，40 至 49 歲的佔 25.72% (251 人)，50 至 59 歲的佔 22.34% (218 人)，60 歲或

以上的佔 15.27% (149 人)，可參閱圖 1。 

 

圖 1 整體樣本特徵(年齡) 

 

 

                                                            
3有效回覆為 976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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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把受訪者以不同教育程度劃分4，教育程度為無接受教育或幼稚園程度的受訪者佔

2.80% (28 人)，為小學程度的受訪者佔 17.18% (172 人)，為初中程度的受訪者佔

24.98% (250 人) ，為高中程度的受訪者佔 26.97% (270 人)，另有 28.07% (281 人)

受訪者為大專或以上(包括非學士學位) ，可參閱圖 2。 

 

圖 2 整體樣本特徵(教育程度) 

 

在工作方面5，有全職工作的受訪者佔 52.78% (532 人)，沒有全職工作的受訪者佔

47.22% (476 人)。有 7.54% (76 人)受訪者表示有兼職工作，22.22% (224 人) 受訪者

表示要全職主理家務，9.92% (100 人) 受訪者表示已退休，4.17% (42 人) 受訪者表示

自己是學生，另有 3.37% (34 人) 受訪者表示有其它原因沒有工作，可參閱圖 3。 

 

                                                            
4有效回覆為 1001 份 
5有效回覆為 1008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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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整體樣本特徵(工作情況及職業) 

  

圖 4 整體樣本特徵(主要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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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職或兼職的受訪者中6，有最多受訪者從事文員(不包括荷官7)，佔 25.43% (148

人)。有 22.34% (130 人)受訪者從事服務、銷售及同類工作，有 16.84% (98 人) 受訪

者從事博彩業，有 8.93% (52 人) 受訪者從事公共行政高級官員或社團企業的領導人

及經理，有 8.76% (51 人) 受訪者為專業人員，有 6.87% (40 人) 受訪者為其它未列出

工種的工作人員，有 6.70% (39 人) 受訪者為技術員及輔助專業人員，餘下 4.12% (24

人) 受訪者分佈在漁農業工作者、工業工匠及手工藝工作者、機台機器操作員、和非技

術工人等職位，可參閱圖 4。 

 

圖 5 整體樣本特徵(月收入) 

 

 

                                                            
6有效回覆為 582 份 
7 荷官本應歸屬文員，為方便研究，『女性博彩調查』把她們歸屬為新增的博彩業從業員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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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月收入方面8，月收入中位數為 MOP15,000。MOP5,000 或以下的受訪者佔

10.19% (54 人)，月收入為 MOP5,001 至 10,000 的受訪者佔 28.68% (152 人)，月收

入為 MOP10,001 至 15,000 的受訪者佔 22.45% (119 人)，月收入為 MOP15,001 至

20,000 的受訪者佔 23.77% (126 人)，月收入為 MOP20,001 至 25,000 的受訪者佔

3.58% (19 人)，月收入為 MOP25,001 至 30,000 的受訪者佔 6.60% (35 人)，月收入

MOP30,000 或以上的受訪者佔 4.72% (25 人)，可參閱圖 5。 

 

3.2 受訪者的家庭結構與家庭崗位 

3.2.1 婚姻與家庭 

在婚姻狀況方面，有 25.10% (252 人) 受訪者未婚9，69.92% (702 人) 受訪者已婚，

0.30% (3 人) 受訪者同居，0.40% (4 人) 受訪者分居，1.99% (20 人) 受訪者離婚，另

有 2.29% (23 人) 受訪者的配偶死亡或失散，可參閱圖 6。 

 

家中同住的人數方面，4 人同住是中位數。最多受訪者是 4 人同住，佔 37.11% (367

人)10；其次有 24.47% (242 人) 受訪者是 3 人同住，15.07% (149 人) 受訪者 5 人同

住，11.22% (111 人) 受訪者 2 人同住，6.57% (65 人) 受訪者 6 人同住，3.74% (37

人) 受訪者獨居，餘下 1.82% (18 人) 為 7 人或以上同住，可參閱圖 7。 

 

 

                                                            
8有效回覆為 530 份 
9有效回覆為 1004 份 
10有效回覆為 989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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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受訪者的婚姻狀況 

 

圖 7 受訪者家中同住的人數 

 

註：9 人同住、11 人同住、12 人同住為 0% 

在同住的人方面11，有較多受訪者與自已配偶(62.09%; 606 人)或子女同住(63.63% ; 

621 人)，35.45% (346 人) 受訪者有與自己或配偶的父母同住，16.09% (157 人) 受訪

者有與自己或配偶的兄弟姐妹同住， 4.10% (40 人) 受訪者有與媳婦或女婿同住，

5.23% (51 人) 受訪者有與孫或外孫同住，2.36% (23 人) 受訪者有與自已或配偶的祖

                                                            
11有效回覆為 976 份，不包括 37 位獨居受訪者。同住的人不包括家庭傭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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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或外祖父母同住，4.41% (43 人) 受訪者有與其它親戚同住，另有 0.92% (9 人) 受

訪者有與非親戚的人同住，可參閱圖 8。 

 

圖 8 受訪者與什麼人同住？ 

 

 

3.2.2 家務 

在主要由受訪者主理的家務方面12，有 24.80% (242 人) 受訪者表示主要要做清潔，

65.06% (635 人) 受訪者表示主要要煮飯，57.58% (562 人) 受訪者表示主要要照料小

孩，26.13% (255 人) 受訪者表示主要要照料長者，5.64% (55 人) 受訪者表示主要要

照料其他家人，13.11% (128 人) 受訪者表示主要要購物，36.89% (360 人) 受訪者表

示主要要修繕家居，0.61% (6 人) 受訪者表示要做以上全部家務，12.09% (118 人) 受

訪者表示主要要做其它家務，另有 0.82% (8 人) 受訪者不需要做家務，可參閱圖 9。 

 

                                                            
12有效回覆為 976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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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由受訪者主理的家務  

 

 

圖 10 每天處理家務的小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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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處理家務的小時數的中位數是 2 小時。每天要花一小時和每天要花兩小時的受訪

者最多，各佔 21.74% (177 人)13。有 20.39% (166 人) 受訪者花少於一小時處理家務，

17.81% (145 人) 受訪者花三小時，9.09 % (74 人) 受訪者花四小時，3.93% (32 人) 

受訪者花五小時，1.72% (14 人) 受訪者花六小時，3.56% (29 人) 受訪者花七小時或

以上，參閱圖 10。每天處理家務的小時數與《GMAB-R 量表》的賭博動機、有沒有

打算在未來半年賭博以及《GHQ 量表》的分數都沒有顯著相關。沒有證據顯示處理家

務與賭博行為有直接關係。 

 

3.2.3 受訪者在家是否受到重視 

關於在家裏受重視程度方面，有 0.83% (8 人) 認為自己十分不受重視14，有 1.15% 

(11 人) 認為自己不受重視，有 21.48% (206 人) 認為自己受重視的程度一般，有

44.53% (427 人) 認為自己受重視，另有 32.01% (307 人) 認為自己十分受重視，參閱

圖 11。 

 

家裏受重視程度與《GMAB-R 量表》的賭博動機中的自我價值動機(-.140, p<.01)、

學習動機(-.087, p<.01)、感覺尋求動機(-.065, p<.05)、金錢收益動機(-.145, p<.01)

呈負相關，即不受重視者賭博動機較強(不包括社交動機和緩和厭煩動機)。家裏受重

視程度亦與 DSM IV 呈負相關，而它與《GHQ 量表》的分數呈正相關，即不受重視者

的 DSM IV 的分數較高，亦較不健康。 

 

                                                            
13有效回覆為 814 份 
14有效回覆為 959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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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在家裏受重視程度 

 

 

3.3 賭博經歷及方式 

3.3.1 第一次賭博 

第一次賭博的中位數是 21 歲。有 19.11% (137 人) 受訪者表示未滿 18 歲便開始第一

次賭博15，42.54% (305 人) 受訪者第一次賭博是在 18 至 24 歲，23.71% (170 人) 受

訪者第一次賭博是在 25 至 34 歲，另有 14.64% (105 人) 受訪者在達 35 歲或以上才

嘗試第一次賭博，參閱圖 12。 

 

第一次賭博的年紀與《GMAB-R 量表》賭博動機中的社交動機及是否打算在半年內賭

博呈正相關(分別為-.115, p<.01 及-.086, p<.05)，即較少開始第一次賭博的受訪者的

社交動機較強，亦較打算再不久將來再賭博。問卷調查不能揭示因果關係，但結果可

能反映社交動機與未成年者賭博的關係。 

                                                            
15有效回覆為 717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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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受訪者在什麼年紀開始賭博 

 

 

 

圖 13 未來六個月有否打算參與賭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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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是否打算再賭博 

在未來六個月，有 24.50% (235 人) 受訪者表示完全無打算參與賭博16，22.84% (219

人) 受訪者表示沒怎麼打算參與賭博，28.68% (275 人) 受訪者表示有些打算參與賭博，

另有 23.98% (230 人) 受訪者表示正有此打算參與賭博，參閱圖 13。它與《GMAB-R

量表》全部 6 個賭博動機因子均呈正相關。 

 

3.3.3 參與賭博活動的概況 

在過去一年內，受訪者主要是參與親戚朋友之間的賭博和買香港「六合彩」，分別有

57.16% (579 人) 和 53.50% (542 人)17，其次為去賭場落注 (17.28%)、去角子機場落

注 (15.60%) 和麻雀檔 (4.44%)，餘下的賭博活動均少於 1.50%人數曾經參與，參閱圖

14。 

 

此結果基本和以往的調查 (如「澳門居民參與博彩活動調查 2010」) 結果一致，反映

女性賭博参與者對賽馬和足/籃球博彩等並沒有大興趣。和以往調查結果比較，在「抽

水」麻雀檔博彩的人數比例較高，反映愈來愈多女性賭博参與者打麻雀不是為了傳統

的親戚朋友間的耍樂目的，情況值得有關當局需多加注意。 

 

 

 

                                                            
16有效回覆為 959 份 
17有效回覆為 1013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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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過去一年內參與過的賭博活動 

 

 

根據表 1，在過去一年內，各博彩活動的每月消費情況中，擁有最高消費為「網上賭

博」，每月投注額的中位數為澳門幣 1,000 元，比居第二高消費「投注賽馬」的金額

多出一倍 (澳門幣 500 元)，但因樣本中參與「網上賭博」的人數少，所以未必能準確

反映社會整體的網上投注情況。「投注足球或籃球賽果」是澳門幣 400 元；「賭場落

注」是澳門幣 300 元；「投注外圍波或外圍馬」是澳門幣 218 元；「和親戚朋友賭博」

和「麻雀檔」都是澳門幣 200 元；「角子機」是澳門幣 160 元；「白鴿票」是澳門幣

80 元； 「其它賭博活動」是澳門幣 35 元，而「六合彩」是澳門幣 30 元。值得留意

的是，在六項參與率最高之博彩活動中，在「六合彩」和「和親戚朋友賭博」以外的

其餘四項的每月平均博彩消費達近 1000 至 2000 元，其中以在「澳門賭場落注」為

甚，反映賭場、角子機、賽馬和麻雀檔博彩均較有可能和問題賭博有關，我們會在較

後環節進行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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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過去十二個月內每月在各博彩活動的消費情況 (澳門幣) 

博彩活動 回應人數 標準差 平均值 中位數 

和親戚朋友賭博 436 1913.70 599.00 200 

六合彩 430 137.50 77.88 30 

賭場落注 123 9254.62 1,902.93 300 

角子機 119 2467.17 883.65 160 

麻雀檔 25 2092.77 952.92 200 

投注賽馬 10 1353.18 1,062.10 500 

投注足球或籃球賽果 6 560.06 583.33 400 

投注外圍波或外圍馬 6 390.36 329.17 218 

網上賭博 5 43655.20 22,262.00 1,000 

白鴿票 4 222.41 170.00 80 

其它 3 50.30 45.33 35 

 

表 2 過去十二個月內在各博彩活動的每月參與次數 

博彩活動 回應人數 標準差 平均值 中位數 

和親戚朋友賭博 424 3.00 2.20 1 

六合彩 370 2.63 2.21 1 

賭場落注 103 4.15 1.97 1 

角子機 97 3.31 1.92 1 

麻雀檔 23 1.97 2.35 2 

其它 3 0.58 1.33 1 

投注賽馬 8 3.15 2.25 1 

投注外圍波或外圍馬 6 1.63 1.67 1 

投注足球或籃球賽果 4 14.20 8.75 2 

網上賭博 3 8.08 5.67 1 

白鴿票 3 1.53 2.33 2 

 

關於各博彩活動的每月參與次數，在過去一年內，幾乎所有賭博項目的參與次數的中

位數均為每月一次。只有「投注足球或籃球賽果」、「白鴿票」和「麻雀檔」三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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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位數為 2 次，可參閱 表 2。受訪者最主要參與的博彩活動如和親戚朋友賭博和六合

彩的參與次數的中位數亦只為每月 1 次。 

 

在 1013 份有效回應中，只有 5 人表示在過去 1 年有參與網上賭博，可見網上賭博在

女性中並不普遍。表示有參與過麻將和網上賭場的有 2 人，佔總體的 0.20%，表示有

參與過撲克牌、足球、籃球、角子和其它的各有 1 人，各佔總體的 0.10%，參閱圖 15。 

 

圖 15 過去一年內曾參與過的網上賭博活動 

 

3.3.4 和誰一起參與賭博活動 

在過去一年中，有 26.71% (226 人) 受訪者最通常自己一個去賭18，有 22.79% (227

人) 受訪者最通常和家人一起賭，有 10.44% (104 人) 受訪者最通常和親戚一起賭，有

1.20% (12 人) 受訪者最通常和鄰居一起賭，有 8.23% (82 人) 受訪者最通常和同事一

                                                            
18有效回覆為 999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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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賭，有 30.62% (305 人) 受訪者最通常和朋友一起賭，沒有受訪者和不認識的人一

起賭 (圖 16)。顯示女性賭博很可能是為了社交。 

 

圖 16 過去一年最通常和誰一起參與賭博活動 

 

3.4 賭博動機 

為測量受訪者的賭博動機，受訪者回答了《GMAB-R 量表》。此量表的六個賭博動機

因子分別為自我價值動機、金錢收益動機、感覺尋求動機、緩和厭煩動機、學習動機

和社交動機。在各個因子中取得的平均分數越高，代表受訪者因該因子而賭博的動機

越高。所有因子的平均值最低為 1 分，最高為 5 分。 

 

表 3 比較各種賭博動機的平均值。平均值較高可能反映受訪者認為該動機較重要，下

文會再計算認為各動機重要的人數。以平均值而言，受訪者的社交動機(2.90 分)和緩

和厭煩動機(2.84 分)，反映它們對不少受訪者而言是較主要的賭博動機，而相對的，

自我價值動機只有 1.86 分，可能對多數受訪者而言是不太重要的賭博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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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各種賭博動機平均值比較 

GMAB-R 賭博動機 回應人數 
平均值 

(5 分為最高) 
標準差 

自我價值 996 1.86 0.55 

金錢收益 999 2.19 0.73 

感覺尋求 995 2.50 0.89 

緩和厭煩 1000 2.84 0.91 

學習 990 2.09 0.68 

社交 1001 2.90 1.12 

 

3.4.1 自我價值動機 

在自我價值動機方面，受訪者的得分平均值有 1.86 (表 3)。其中，有 97.99% (976 人) 

受訪者的得分為三分或以下，即不太重視該動機；另有，只有 2.01% (20 人) 受訪者

的得分為三分以上，即相對比較重視該動機，可參閱圖 17。高自我價值動機(1.55 分)

受訪者的 DSM IV 分數較低動機者(0.42 分)為高(t (975)=-4.64, p<.01)。 

 

圖 17 自我價值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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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金錢收益動機 

在金錢收益動機方面，受訪者的得分平均值有 2.19 (表 3)。其中，有 88.99% (889 人) 

受訪者的得分為三分或以下，即不太重視該動機；另有，有 11.01% (110 人) 受訪者

的得分為三分以上，即相對比較重視該動機，可參閱圖 18。高金錢收益動機(0.96 分)

受訪者的 DSM IV 分數較低動機者(0.37 分)為高(t (975)=-5.42, p<.01)。 

 

圖 18 金錢收益動機 

 

 

圖 19 感覺尋求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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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 感覺尋求動機 

在感覺尋求動機方面，受訪者的得分平均值有 2.50 (表 3)。其中，有 80.30% (799 人) 

受訪者的得分為三分或以下，即不太重視該動機；另有，有 19.70% (196 人) 受訪者

的得分為三分以上，即相對比較重視該動機，可參閱圖 19。高感覺尋求動機(0.98 分)

受訪者的 DSM IV 分數較低動機者(0.30 分)為高(t (973)=-8.02, p<.01)。 

 

3.4.4 緩和厭煩動機 

在緩和厭煩動機方面，受訪者的得分平均值有 2.84 (表 3)。其中，有 60.70% (607 人) 

受訪者的得分為三分或以下，即不太重視該動機；另有，有 39.30% (393 人) 受訪者

的得分為三分以上，即相對比較重視該動機，可參閱圖 20。高緩和厭煩動機(0.63 分)

受訪者的 DSM IV 分數較低動機者(0.31 分)為高(t (977)=-4.45, p<.01)。 

 

圖 20 緩和厭煩動機 

 

3.4.5 學習動機 

在學習動機方面，受訪者的得分平均值有 2.09 (表 3)。其中，有 95.15% (942 人) 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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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為三分以上，即相對比較重視該動機，可參閱圖 21。高學習動機(1.30 分)受訪者的

DSM IV 分數較低動機者(1.09 分)為高(t (966)=-2.36, p<.05)。 

 

圖 21 學習動機 

 

 

圖 22 社交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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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交動機方面，受訪者的得分平均值有 2.90 (表 3)。其中，有 58.44% (585 人) 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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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分為三分以上，即相對比較重視該動機，可參閱圖 22。高社交動機受訪者的 DSM 

IV 分數與低社交動機者沒有顯著分別。 

 

3.5 賭博影響 

賭博活動可能會正面(例如增加社交活動或解悶)或是負面地影響(例如沒有精神上班或

照顧小孩)受訪者的生活。『女性博彩調查』就家庭生活、社交生活、工作、處理家務、

個人經濟、和家庭經濟 6 個範疇詢問受訪者的情況，詳情可參閱圖 23。 

 

圖 23 參與賭博活動的影響 

 

整體而言，大多數受訪者認為賭博活動對她們的各個生活範疇並無特別大影響。在 6

個範疇上，相對有較多的受訪者認為賭博活動對她們的家庭生活有負面影響，但對其

社交生活則有正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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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 家庭生活 

在家庭生活方面19，有 1.79% (18 人) 受訪者表示賭博對她的家庭生活有非常正面的影

響，有 4.58% (46 人) 受訪者表示賭博對她的家庭生活有些正面的影響，有 79.48% 

(798 人) 受訪者表示賭博對她的家庭生活沒有影響，有 8.67% (87 人) 受訪者表示賭博

對她的家庭生活有些負面的影響，另有 5.48% (55 人) 受訪者表示賭博對她的家庭生

活有些正面的影響。總的來說，有 6.37%受訪者認為賭博對她的家庭生活是正面的，

而有 14.14%受訪者認為是負面的。 

 

3.5.2 社交生活 

相對來說，有較多受訪者認同賭博活動對她們的社交生活有正面的影響20，其中有

2.41% (24 人) 受訪者表示賭博對她的社交生活有非常正面的影響，及有 10.94% (109

人) 受訪者表示賭博對她的社交生活有些正面的影響。另外有 78.71% (784 人) 受訪者

表示賭博對她的社交生活沒有影響。反之，有 5.32% (53 人) 受訪者表示賭博對她的

社交生活有些負面的影響，及有 2.61% (26 人) 受訪者表示賭博對她的社交生活有些

正面的影響。總的來說，有 13.35%受訪者認為賭博對她的社交生活的影響是正面的，

而有 7.93%受訪者認為是負面的。 

 

                                                            
19有效回覆為 1004 份 
20有效回覆為 996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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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 工作情況 

在工作情況方面21，有 1.10% (10 人) 受訪者表示賭博對工作有非常正面的影響，有

3.30% (30 人) 受訪者表示賭博對工作有些正面的影響，有 87.02% (791 人) 受訪者表

示賭博對工作沒有影響，有 6.05% (55 人) 受訪者表示賭博對工作有些負面的影響，

另有 2.53% (23 人) 受訪者表示賭博對工作非常負面的影響。總的來說，有 4.40%受

訪者認為賭博對她的工作影響是正面的，而有 8.58%受訪者認為是負面的。 

 

3.5.4 處理家務情況 

在處理家務情況方面22，只有 0.71% (7 人) 及 3.34% (33 人)受訪者表示賭博對處理家

務有非常正面或有些正面的影響，但有 85.01% (839 人) 受訪者表示賭博對處理家務

沒有影響。另外，有 7.60% (75 人) 及 3.34% (33 人)受訪者表示賭博對處理家務有些

負面及非常負面的影響。總的來說，有 4.05%受訪者認為賭博對她處理家務的影響是

正面的，而有 10.94%受訪者認為是負面的。 

 

3.5.5 個人經濟狀況 

在個人經濟狀況方面23，只有 0.50% (5 人) 受訪者表示賭博對個人經濟有非常正面的

影響，有 3.19% (32 人) 受訪者表示賭博對個人經濟有些正面的影響，有 85.26% 

(856 人) 受訪者表示賭博對個人經濟沒有影響，有 6.97% (70 人) 受訪者表示賭博對個

人經濟有些負面的影響，另有 4.08% (41 人) 受訪者表示賭博對個人經濟有非常負面

                                                            
21有效回覆為 909 份 
22有效回覆為 987 份 
23有效回覆為 1004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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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響。總的來說，有 3.69%受訪者認為賭博對她的個人經濟狀況是正面的，而有

11.06%受訪者認為是負面的。 

 

3.5.6 家庭經濟狀況 

在家庭經濟狀況方面24，有 0.70% (7 人) 受訪者表示賭博對家庭經濟有非常正面的影

響，有 3.08% (31 人) 受訪者表示賭博對家庭經濟有些正面的影響，有 87.59% (882

人) 受訪者表示賭博對家庭經濟沒有影響，有 4.57% (46 人) 受訪者表示賭博對家庭經

濟有些負面的影響，另有 4.07% (47 人) 受訪者表示賭博對家庭經濟有些正面的影響。

總的來說，有 3.77%受訪者認為賭博對她的家庭經濟的影響是正面的，而有 8.64%受

訪者認為是負面的。 

 

若賭錢可能會對家庭經濟有負面的影響，受訪者的家人是否知道受訪者參與賭博呢？

有 92.67% (923 人) 受訪者認為家人是知道受訪者賭錢的，而有 7.33% (73 人) 受訪者

認為家人不知道她賭錢，可參閱圖 24。 

圖 24 家人是否知道受訪者賭錢 

 

                                                            
24有效回覆為 1007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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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健康狀況 

為了解受訪者的健康情況，『女性博彩調查』使用了《GHQ 量表》來測量訪者最近一

個月的身心健康狀況。量表中共列出十二項狀態 (詳見附錄的問卷)，此量表十二個項

目合共最低為 0 分，最高為 36 分；分數越高代表越健康。 

 

在有效的 922 份回應中，得分中位數是 29 分。有 1.19% (11 人) 受訪者的 GHQ 得分

在 1 分至 12 分之間，有 23.97% (221 人) 受訪者的 GHQ 得分在 13 分至 24 分之間，

另有 74.84% (690 人) 受訪者的 GHQ 得分為 25 分至 36 分之間 ，可參閱圖 25。

GHQ 得分與《GMAB-R 量表》的賭博動機中的自我價值動機(-.159, p<.01)、學習動

機(-.144, p<.01)、感覺尋求動機(-.119, p<.01)、金錢收益動機(-.203, p<.01)及緩和

厭煩動機(-.081, p<.05)呈負相關，即不健康者賭博動機較強(但不包括社交動機)。 

 

圖 25《GHQ 量表》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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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1.78% (18 人) 受訪者認為自己最近一個月非常不健康25，6.63% (67 人) 受訪者認

為自己不健康，43.96% (444 人) 受訪者認為自己健康一般，36.14% (365 人) 受訪者

認為自己健康，11.49% (116 人) 受訪者認為自己非常健康，可參閱圖 26。它與感覺

尋求動機(-.088, p<.01) 呈負相關，即自認為是不健康者感覺尋求方面的賭博動機較強。 

 

精神層面方面，『女性博彩調查』希望知道受訪者是否勇於克服困難，不容易放棄。

研究詢問受訪者是否認同「如果你努力去嘗試的話，必能把困難解決。」。有 0.61% 

(6 人) 受訪者表示非常不同意26，2.73% (27 人) 受訪者表示不同意，15.89% (157 人) 

受訪者表示一般，58.60% (579 人) 受訪者表示同意，22.17% (219 人) 受訪者表示非

常同意 (圖 27)。它與自我價值動機(-.161, p<.01)、學習動機(-.074, p<.05)、金錢收

益動機(-.141, p<.01)呈負相關，即自認是能夠為勇於克服困難，不容易放棄者在這幾

方面的賭博動機較弱。 

 

圖 26 主觀身體健康狀況 

 

                                                            
25有效回覆為 1010 份 
26有效回覆為 988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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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 嘗試去克服困難 

 

 

3.7 問題及病態賭博 

根據《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四版》27對病態賭徒的定義，列出以下十項狀態。

受訪者每有一項狀態符合有 1 分，不符合為 0 分。十項的總和最低為 0 分，最高為

10 分。分數越高，代表越多病態賭徒的徵狀。 

 

判別某人是否為病態賭徒需要結合精神科醫生或臨床心理學家的判斷，而由於在電話

調查中並不能作準確鑑別，所以符合病態賭博定義的受訪者不一為病態賭徒。為區別

起見，本報告會稱呼她們為『可能成為病態賭徒』(probable pathological gamblers; 

5 分或以上)或『可能成為問題賭徒』(probable problem gamblers; 3 或 4 分)。 

 

 

                                                            
27 2013 年中已推出《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五版》(英文)，對賭博失調(Gambling Disorder)的診

斷定義減為 9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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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四版》定義的病態賭徒 

腦海裏面充滿著關於賭博的事情 

（例如常常回想過往的賭博經驗、賭博的障礙、計劃下一次賭博的活動或構想方法去找賭本） 

需要越來越多的金錢來賭博才能夠達到滿足追求刺激的慾望 

重覆地去控制、減少或停止賭博，但都失敗 

當嘗試減少或停止賭博時，有不自在或不耐煩的感覺 

透過賭博來逃避問題或用來平伏一些負面情緒（如無助感、內疚、焦慮和抑鬱） 

當賭輸了金錢後，時常回到當日輸的地方要贏回所失去的金錢 

對家人、社工/輔導員及其他人隱瞞自己賭博的程度 

曾參與非法勾當，例如偽造文件或簽名、詐騙、偷竊或盜用公款來支付賭博的開支 

因賭博而幾乎失去/已失去重要的關係、工作或升學/就業的機會 

倚靠他人提供金錢，以減輕因賭博帶來的經濟絕境 

 

圖 28『可能成為病態賭徒』或『可能成為問題賭徒』診斷分數 

 

根據受訪者對 DSM IV 題目的回應，十項總和後 2 分或以下的受訪者共有 95.05% 

(940 人)28，3 分至 4 分的有 2.83% (28 人)，而 5 分或以上的有 2.12% (21 人)，『可

能成為問題賭徒』比率與「澳門居民參與博彩活動調查 2010」的結果(2.8%)相約，但

『可能成為病態賭徒』的比率似乎稍低 。但由於『女性博彩調查』只包括過去一年

有賭博經驗的 18 歲或以上女性樣本，所以不能作直接比較。可參閱圖 28。 

                                                            
28有效回覆為 989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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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尋求協助 

本調查亦嘗試了解澳門的賭博輔導服務機構所提供之服務的受眾，即賭博參與者，對

相關機構的認知。在本調查中有 66.37% (594 人) 受訪者表示沒有聽過澳門有賭博輔

導服務機構29，有 33.63% (301 人) 表示有聽過澳門有賭博輔導服務機構 ，參閱圖 29。 

 

圖 29 是否聽聞過澳門的賭博輔導服務機構 

 

在沒有提示下，在有聽過澳門有賭博輔導服務機構 301 人中，整體而言，最多受訪者

有聽過的澳門賭博輔導服務機構是社會工作局志毅軒，有 30.87% (96 人) 30；受訪者

對非政府機構的認知程度不一，而有最高認知程度的非政府機構有 12.86%(40 人)受

訪者表示聽過。 

 

                                                            
29有效回覆為 895 份 
30有效回覆為 301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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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澳門的賭博輔導服務機構，有 3.26% (10 人) 表示有試過使用賭博輔導服務31，有

96.74% (297 人) 表示沒有試過使用，參閱圖 30。在受訪者有試過使用澳門的賭博輔

導服務的 10 位受訪者中，最多受訪者有使用過社會工作局志毅軒，有 4 人。 

 

圖 30 是否使用過澳門的賭博輔導服務機構 

 

 

圖 31 打算使用賭博輔導服務的『可能成為病態及問題賭徒』 

 

                                                            
31有效回覆為 307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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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可能成為病態及問題賭徒』中，即 DSM IV 診斷分數為 3 分至 10 分的受訪者中，

有 66.67% (32 人) 完全沒打算使用賭博輔導服務32，有 27.08% (13 人) 沒怎麼打算使

用賭博輔導服務，另有 6.25% (3 人) 有些打算使用賭博輔導服務，沒有受訪者正打算

使用賭博輔導服務，可參閱圖 31。 

 

在『有可能成為病態及問題賭徒』並打算使用賭博輔導服務的受訪者中33，有 2 位受

訪者表示會首先找社會工作局志毅軒，而有 1 位受訪者表示不清楚，參閱圖 32。 

 

 

圖 32 首先找哪個賭博輔導服務機構求助 

 

 

在不打算使用賭博輔導服務的受訪者中34，有 35.6% (16 人) 認為自己沒有賭博問題，

有 48.89% (22 人) 認為自己賭博問題不嚴重，8.89% (4 人) 不知道有關賭博輔導服務

                                                            
32有效回覆為 47 份 
33有效回覆為 3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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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資料，6.67% (3 人) 不知道有什麼相關機構，13.33% (6 人) 沒時間，另各有 2.22% 

(1 人) 怕被他人標籤為有問題、怕會影響前途、怕會被人看輕和怕資料外洩，沒有人

不相信賭博輔導服務有助解決賭博問題和不知道如何聯繫相關機構，參閱圖 33。 

 

圖 33 不打算找賭博輔導服務機構求助的原因 

 

通過相關分析 (correlation) 和迴歸分析 (regression)後，發現在『可能成為病態及問

題賭徒』中，在家中的受重視程度和自身薪金能夠顯著地預測求助的打算 (r = -.32, p 

< .05; r = -.41, p < .05) ，並且都是呈現負相關的關係。即在家不受重視或薪金低的的

受訪者會較傾向向機構求助。此結果顯示機構需要更留意及幫忙缺乏家庭支持或經濟

實力的人。另外我們亦發現處理家務小時數與求助打算傾向有可能有的正相關的關係 

(r = .26, p = .14)，然而由於樣本數較少，關係未達顯著水平。家務小時數多的『可能

成為病態及問題賭徒』可能較傾向求助。認為自己「如果你努力去嘗試的話，必能把

                                                                                                                                                                                         
34有效回覆為 45 份 

48.89% 

35.56% 

13.33% 
8.89% 6.67% 

2.22% 2.22% 2.22% 2.22% 

0%

10%

20%

30%

40%

50%

60%



 

 

51 

困難解決。」的 『可能成為病態及問題賭徒』亦有可能更傾向求助，然而亦由於樣本

數較少，關係未達顯著水平(r = .23, p = .12)。 

圖 34『可能成為病態及問題賭徒』認為輔導服務的幫助 

 

在『可能成為病態及問題賭徒』中，即 DSM IV 診斷分數 3 分至 10 分的受訪者中，

各有 66.67% (2 人) 認為輔導服務能夠有情緒輔導35，其次各有 33.33% (1 人) 認為輔

導服務能夠幫助她們認識問題賭博和幫助其它方面的問題例如幫她們戒賭，參閱圖 34。 

 

3.9 家庭主婦 

3.9.1 家庭主婦的賭博動機 

如圖 35 所示，總體來說家庭主婦在 GMAB-R 的六個動機因子的平均值似乎均低於非

家庭主婦。在自我價值動機方面，家庭主婦獲得分數的平均值為 1.81，而非家庭主婦

為 1.88。在學習動機方面，家庭主婦獲得分數的平均值為 2.02，而非家庭主婦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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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在社交動機方面，家庭主婦獲得分數的平均值為 2.82，而非家庭主婦為 2.93。

在感覺尋求動機方面，家庭主婦獲得分數的平均值為 2.44，而非家庭主婦為 2.51。在

金錢收益動機方面，家庭主婦獲得分數的平均值為 2.14，而非家庭主婦為 2.20。在緩

和厭煩動機方面，家庭主婦獲得分數的平均值為 2.79，而非家庭主婦為 2.85。然而，

由於群組內的差異性較大(例如同為家庭主婦，她們的賭博動機強度也可能受家庭角色

以外的其他因素影響而南轅北轍)，t-檢定不能證明兩個組別的受訪者有分別。 

 

雖然各因子的家庭主婦與非家庭主婦的平均值差異均無統計上的顯著性，但通過比較

做家務時間的多少與賭博動機，發現做家務時間較短的受訪者在社交動機、自我價值

動機和緩和厭煩動機上顯著地比做家務時間較長的受訪者要高  (t(804)=3.35, p<0.01; 

t(796)=2.86, p<0.01; t(803)=2.53, p<0.05) 。即做家務時間較短的女性 (如家庭結構

較簡單或家中有其他人協助家務) 會比做家務時間較長的女性較傾向為了社交、自我價

值或緩和厭煩而想去賭博。 

圖 35 家庭主婦與非家庭主婦的賭博動機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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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2 家庭主婦、問題賭博與輔導機構 

如圖 36 所示，相較於非家庭主婦的 DSM IV 診斷分數的平均值 (0.43)，家庭主婦的

DSM IV 診斷分數平均值接近 (0.42)。經 T-檢驗後，此差異並無統計上的顯著性，即

沒有證據顯示家庭主婦與非家庭主婦的 DSM IV 診斷分數有差別。 

 

圖 36 家庭主婦與非家庭主婦的 DSM IV 診斷分數比較 

 

表 4 賭博輔導服務機構認知的比較(家庭主婦) (%) 

  家庭主婦 非家庭主婦 

曾否聽過澳門有賭博輔導服務機構    

 沒有 69.46 65.50 

 有 30.54 34.50 

 總計 (人數) 100.00 (203) 100.00 (687) 

曾否聽過社會工作局志毅軒    

 沒有 79.00* 65.40* 

 有 21.00* 34.60* 

 總計 (人數) 100.00 (62) 100.00 (237) 

*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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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表 4 進行交互列表分析，受訪者是否家庭主婦與有沒有聽過澳門有賭博輔導服務

機構無關。但在有聽過澳門有這種機構的受訪者中，根據卡方檢驗，受訪者是否家庭

主婦跟曾否聽聞過「社會工作局志毅軒」有關係，而比例上非家庭主婦較多聽過「社

會工作局志毅軒」。對其他輔導服務機構而言，亦是非家庭主婦對它們較有認知。結

果顯示家庭主婦在遇到賭博問題時可能會較難得尋找到專業協助而承受較大及較長期

的身心困擾。 

 

3.10 博彩業從業員 

3.10.1 博彩業從業員的賭博動機 

如圖 37 所示，在自我價值方面，博彩從業員獲得分數的平均值為 1.89，而非博彩從

業員為 1.87。在學習方面，博彩從業員獲得分數的平均值為 2.10，而非博彩從業員為

2.06。在社交方面，博彩從業員獲得分數的平均值為 2.93 而非博彩從業員為 2.84。

在感覺尋求方面，博彩從業員獲得分數的平均值為 2.49，而非博彩從業員為 2.52。在

金錢收益方面，博彩從業員獲得分數的平均值為 2.25，而非博彩從業員為 2.19。在緩

和厭煩方面，博彩從業員獲得分數的平均值為 2.77，而非博彩從業員為 2.94。經 t-檢

驗後，各動機因子的博彩從業員與非博彩從業員的平均值差異均無統計上的顯著性

(p>0.05)，即沒有證據顯示博彩從業員與非博彩從業員在賭博動機上有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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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 博彩業從業員與非博彩業從業員的賭博動機比較 

 

 

3.10.2 賭博對博彩業從業員的影響 

如圖 38 所示，在家庭生活方面，博彩從業員獲得分數的平均值為 3.09，而非博彩從

業員為 3.11。在社交生活方面，博彩從業員獲得分數的平均值為 3.01，而非博彩從業

員為 2.94。在工作情況方面，博彩從業員獲得分數的平均值為 3.04，而非博彩從業員

為 3.05。在處理家務情況方面，博彩從業員獲得分數的平均值為 3.05，而非博彩從業

員為 3.13。在個人經濟狀況方面，博彩從業員獲得分數的平均值為 3.14，而非博彩從

業員為 3.11。在家庭經濟狀況方面，博彩從業員獲得分數的平均值為 3.14，而非博彩

從業員為 3.06。經 t-檢驗後，博彩從業員與非博彩從業員的平均值差異均無統計上的

顯著性(p>.05)，即賭博活動對博彩從業員與非博彩從業員的影響是相同的，不會因為

她們較認識賭博而減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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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 賭博對博彩業從業員與非博彩業從業員的影響比較 

 

3.10.3 博彩業從業員的健康 

如圖 39 所示，相較於非博彩從業員在一般健康量表(GHQ)分數的平均值 (28.41)，博

彩從業員的分數平均值比較低 (27.03)。經 T-檢驗後，此差異有統計上的顯著性

(p<0.05)，即博彩從業員的健康狀況較非從業員差。 

圖 39 博彩業從業員與非博彩業從業員的一般健康量表 (GHQ)分數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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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4 博彩業從業員、問題賭博與輔導機構 

如圖 40 所示，相較於非博彩從業員的 DSM IV 診斷分數的平均值 (0.40)，雖然博彩從

業員的平均值似乎比較高 (0.61)，但經 T-檢驗後，此差異並無統計上的顯著性

(p>0.05)，即沒有證據顯示博彩從業員與非博彩從業員的 DSM IV 分數有不同。 

 

圖 40 博彩從業員與非博彩從業員的 DSM IV 診斷分數比較 

 

表 5 賭博輔導服務機構認知的比較(博彩業從業員) (%) 

  博彩業從業員(%) 非博彩業從業員(%) 

曾否聽過澳門有賭博輔導服務

機構 
   

 沒有 52.33 62.59 

 有 47.67 37.41 

 總計 (人數) 100.00 (86) 100.00  (425) 

曾否聽過社會工作局志毅軒    

 沒有 60.98 62.89 

 有 39.02 37.11 

 總計 (人數) 100.00 (41) 100.00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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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比較博彩業從業員與非博彩業從業員對賭博輔導服務機構的認知。根據表 5 進行

交互列表分析，不論受訪者是否博彩業從業員，她們在對澳門賭博輔導服務機構的認

知上是沒有顯著差異的(p>0.05)，而她們兩者對澳門賭博輔導服務機構的認知都不高。 

 

3.11 『可能成為問題賭徒』 

3.11.1 『可能成為問題賭徒』的社經背景 

若將『可能成為問題賭徒』(即 DSM IV 賭博成癮的診斷分數為 3 分至 4 分的受訪者)

按不同年齡段劃分36，18 至 29 歲的佔 7.14% (2 人)，30 至 39 歲的佔 10.71% (3 人)，

40 至 49 歲的佔 46.43% (13 人)，50 至 59 歲的佔 21.43% (6 人)，60 歲或以上的佔

14.29% (4 人)，可參閱圖 41。由此可見，中年女性(40-59 歲)為成為問題和病態賭徒

的高危一族。 

圖 41『可能成為問題賭徒』的年齡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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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以不同教育程度劃分37，教育程度為小學程度的『可能成為問題賭徒』受訪者佔

14.29% (4 人)，為初中程度的受訪者佔 25.00% (7 人) ，為高中程度的受訪者佔

42.86% (12 人)，另有 17.86% (5 人)受訪者為大專程度(包括非學士學位)，參閱圖 42。 

 

圖 42『可能成為問題賭徒』的教育程度分佈 

 

 

在工作方面38，有全職的『可能成為問題賭徒』佔 53.57% (15 人)，無全職工作的佔

46.43% (13 人)。在無全職工作的『可能成為問題賭徒』當中，有 1 人表示有兼職工

作， 7 人表示要全職主理家務， 2 人表示已退休，另有 3 人表示有其它原因沒有工作 ，

參閱圖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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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可能成為問題賭徒』的工作狀況 

 

圖 44『可能成為問題賭徒』的職業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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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全職或兼職的『可能成為問題賭徒』中39，有最多從事服務、銷售及同類工作、

文員和博彩業從業員，各有 4 人，其次有 2 人從事非技術工人，另各有 1 人為專業人

員和技術員及輔助專業人員，詳見圖 44。在收入方面40，月收入在 MOP5,001 至

10,000『可能成為問題賭徒』佔 37.50% (6 人)，MOP10,001 至 15,000 的佔 12.50% 

(2 人)，MOP15,001 至 20,000 的佔 25.00% (4 人)，MOP20,001 至 25,000 和

MOP25,001 至 30,000 的各佔 12.50% (2 人)，可參閱圖 45。 

 

圖 45『可能成為問題賭徒』的月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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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婚姻狀況方面41，有 21.43% (6 人) 『可能成為問題賭徒』未婚，有 60.71% (17 人)

已婚，有 3.57% (1 人)分居，另各有 7.14% (3 人)離婚和配偶死亡或失散，參閱圖 46。 

 

圖 46『可能成為問題賭徒』的婚姻狀況 

 

 

3.11.2 『可能成為問題賭徒』的賭博經歷及方式 

在『可能成為問題賭徒』當中，最多人在 18 至 24 歲進行第一次賭博，有 38.10% (8

人)42；其次有 28.57% (6 人) 在 25 至 34 歲開始賭博，有 19.05% (4 人) 在 18 歲以下

便已經開始賭博，另有 14.29% (3 人) 在 35 歲或以上開始賭博，參閱圖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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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可能成為問題賭徒』在什麼年紀開始賭博 

 

圖 48『可能成為問題賭徒』過去一年內參與過的賭博活動 (可多選) 

 

根據圖 48，在過去一年內，曾經和親戚朋友賭博和去賭場落注的『可能成為問題賭徒』

超過半數，分別有 60.71% (17 人) 和 42.86% (12 人)，其次有 35.71% (10 人) 會買香

港「六合彩」，有 21.43% (6 人) 會去角子機場落注，17.86% (5 人) 會去麻雀檔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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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有 7.14% (2 人) 會向澳門賽馬會投注賽馬和進行其它賭博活動，另有 3.57% (1 人) 

會買投注外圍波或外圍馬。 

 

3.11.3 『可能成為問題賭徒』的賭博動機 

在 GMAB-R 動機量表中，『可能成為問題賭徒』在自我價值，金錢收益，學習和感覺

尋求的平均值均低於 3 分 (中間值)，分別為 1.91，2.38，2.11 和 2.8043。而緩和厭煩

和社交分別有 3.35 和 3.05，高於 3 分，參閱圖 49。 

 

圖 49『可能為問題賭徒者』的賭博動機 (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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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4 賭博對『可能成為問題賭徒』的影響 

對於賭博活動對各方面的影響方面，很奇怪的，『可能成為問題賭徒』在各方面的平

均值均高於 3 分44，即問題賭徒受訪者認為賭博活動對她們生活各方面的影響均為正

面，顯示她們對賭博後果的認知可能存在有偏差，較為忽視負面影響，這可能導致她

們很少尋求協助。參閱圖 50。此外，在『可能為問題賭徒者』當中45，有 81.5% (22

人) 表示家人知道自己有去賭博，另外有 18.52% (5 人) 表示家人不知道自己有去賭博。 

 

圖 50 參與賭博活動對『可能為問題賭徒』的影響 (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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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5 『可能成為問題賭徒』的健康 

根據圖 51，『可能成為問題賭徒』認為她們的健康程度稍高於一般水平 (3 分)，平均

值有 3.29 分 (t (27)=2.121, p<.05)46。在一般健康量表方面，她們在十二項總和的平

均值得到 24.27，高於一般水平 (中間值為 18)。47若將一般健康量表細分十二項，

「覺得自己在各方面擔當有用的角色」、「覺得自己有能力對事情做決策」、「覺得

日常生活有趣味」和「能夠勇敢面對問題」的平均分數稍高於中間值 (3 分)，分別為

3.11 分 (t (27)=.65, ns)、3.36 分 (t (27)=2.29, p<.05)、3.07 分 (t (27)=.42, ns)和

3.07 分 (t (27)=.44, ns)。經過 t-檢驗後發現「覺得自己有能力對事情做決策」的平均

分數高於中間值有顯著性。其餘八項均低於中間值。「能夠專心做事」平均有 2.96 分 

(t (26)=-.18, ns)，「因擔憂而失眠」平均有 2.07 分 (t (27)=-5.46, p<.001)，「一直

處於緊張的狀態」有 1.79 分 (t (27)=-6.72, p<0.001)，「覺得無法克服困難」有 2.04

分 (t (27)=-5.53, p<0.001)，「覺得不快樂和憂鬱」有 2.32 分 (t (27)=-3.80, 

p=0.001)，「對自己失去信心」有 2.00 分 (t (27)=-5.61, p<0.001)，「覺得自己無用」

有 1.71 分 (t (27)=-8.40, p<0.001)，而「大致上感到快樂」有 2.96 分 (t (27)=-.21, 

ns)。經過 t-檢驗後發現「因擔憂而失眠」、「一直處於緊張的狀態」、「覺得無法克

服困難」、「覺得不快樂和憂鬱」、「對自己失去信心」和「覺得自己無用」的平均

分數低於中間值有顯著性。 

 

 

                                                            
46有效回覆為 28 份 
47有效回覆為 26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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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可能成為問題賭徒』的一般健康量表(GHQ)分數和主觀健康 (平均值) 

 

 

3.12 『可能成為病態賭徒』 

3.12.1 『可能成為病態賭徒』的社經背景 

為了更了解有較嚴重賭博問題的女性之個人身心特質，我們將在 DSM IV 賭博成癮的

診斷分數大於等於 5 分的受訪者，即『可能成為病態賭徒者』，再作仔細分析，結果

如下﹕ 

按不同年齡段劃分48，30 至 39 歲和 40 至 49 歲的『可能成為病態賭徒』各佔

31.58% (6 人)，50 至 59 歲的佔 21.05% (4 人)，60 歲或以上的佔 15.79% (3 人)，可

參閱圖 52。由此可見，似乎除年青女性外，各年齡層的女性均有同等高的機會成為病

                                                            
48有效回覆為 19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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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賭徒。若以不同教育程度劃分49，教育程度為無接受教育或幼稚園程度的『可能成

為病態賭徒』佔 11.11% (2 人)，為小學程度的佔 16.67% (3 人)，為初中程度的佔

44.44% (8 人) ，為高中程度的受訪者佔 22.22% (4 人)，另有 5.56% (1 人)為大專程

度(包括非學士學位)，參閱圖 53。 

圖 52『可能成為病態賭徒』的年齡分佈 

 

圖 53『可能成為病態賭徒』的教育程度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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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作方面50，有全職的『可能成為病態賭徒』與無全職工作的『可能成為病態賭徒』

各佔 50.00% (10 人)。在無全職工作的 10 人中，有 3 人表示有兼職工作， 4 人表示

要全職主理家務，2 人表示已退休，另有 1 人表示有其它原因沒有工作，參閱圖 54。

在有全職或兼職的『可能成為病態賭徒』中51，有最多從事服務、銷售及同類工作，

有 7 人，其次有 3 人為博彩從業員，另從事公共行政高級官員或社團企業的領導人及

經理和漁農業工作者各有 1 人，詳見圖 55。 

 

圖 54『可能成為病態賭徒』的工作狀況 

 

 

 

 

                                                            
50有效回覆為 20 份 
51有效回覆為 12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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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5『可能成為病態賭徒』的職業分布 

 

圖 56『可能成為病態賭徒』的收入 

 

 

在收入方面52，月收入為 MOP5,000 或以下的『可能成為病態賭徒』有 1 人，

MOP5,001 至 10,000 的有 4 人，MOP10,001 至 15,000 的有 1 人，MOP15,001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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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0 的有 5 人，可參閱圖 56。在婚姻狀況方面53，有 3 人未婚，有 17 人已婚，另

有 1 人離婚 (圖 57)。 

 

圖 57『可能成為病態賭徒』的婚姻狀況 

 

 

3.12.2 『可能成為病態賭徒』的賭博經歷及形式 

參閱圖 58，『可能成為病態賭徒』中，最多在 18 至 24 歲進行第一次賭博，有

40.00% (6 人)54；其次有 33.33% (5 人) 在 25 至 34 歲，有 20.00% (3 人) 在 35 歲或

以上，另有 6.67% (1 人) 在 18 歲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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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8『可能成為病態賭徒』在什麼年紀開始賭博 

 

 

圖 59『可能為病態賭徒』過去一年內參與過的賭博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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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圖 59，在過去一年內，曾經和親戚朋友賭博、去賭場落注、去角子機場落注和買

「六合彩」的『可能成為病態賭徒』，分別有 71.43% (15 人) 、61.90% (13 人)、

57.14% (12 人) 和 52.38% (11 人)，其次有 19.05% (4 人) 向澳門賽馬會投注賽馬，有

14.29% (3 人) 去麻雀檔賭，各有 9.52% (2 人) 投注足球或籃球賽果、投注外圍波或外

圍馬和在網上賭博，另有 4.76% (1 人) 買白鴿票。此結果反映『可能成為病態賭徒』

偏向參與多於一項的博彩活動。 

 

3.12.3 『可能成為病態賭徒』的賭博動機 

在 GMAB-R 賭博動機量表中，『可能成為病態賭徒』在自我價值，金錢收益，學習和

感覺尋求的平均值均低於 3 分 (中間值)，分別為 2.24，2.24，2.76 和 2.8855。而緩和

厭煩和社交分別有 3.40 和 3.50，高於 3 分，參閱圖 60。 

圖 60『可能成為病態賭徒』的賭博動機 (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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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往在澳門進行的調查發現社交賭博動機和問題賭博並無顯著關係(Tao et al., 2011, 

Wu et al., 2012)，然而過往的調查的受訪者包括男性和女性賭徒，而男性病態賭徒的

賭博問題相對較為嚴重，因此可能令女性病態賭徒的賭博問題及動機變得不明顯。本

調查結果顯示，女性賭徒多為解悶或社交原因而賭博，並變得沉迷。 

 

3.12.4 賭博對『可能成為病態賭徒』的影響 

對於賭博活動對各方面的影響，『可能成為病態賭徒』除了社交生活外，在各方面的

平均值均高於 3 分 (中間值)56，即病態賭徒受訪者認為賭博活動對她們除社交生活外

的各方面的影響均為正面，參閱圖 61。而社交生活的平均值為 3 分。 

 

圖 61 參與賭博活動對『可能為病態賭徒』的影響 (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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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成為病態賭徒』認為賭博對她們的社交生活以至其他方面並沒有不良的影響。

顯示她們對賭博後果的認知有偏差。這可能導致她們很少尋求協助。在『可能為病態

賭徒者』當中57，有 66.67% (14 人) 表示家人知道自己有去賭博，另外有 33.33% (7

人) 表示家人不知道自己有去賭博。家人不知道比例偏高。 

 

3.12.5 『可能成為病態賭徒』的健康 

根據圖 62，『可能成為病態賭徒』認為她們的健康程度為一般水平 (3 分)，平均值有

3.00 分 (t (20)=.00, ns)58。在一般健康量表(GHQ)方面，病態賭徒在十二項總和的平

均值得到 21.76，高於一般水平 (中間值為 18)59。 

 

若將一般健康量表細分十二項，「能夠專心做事」和「能夠勇敢面對問題」稍高於中

間值 (3 分)，分別為 3.19 分 (t (20)=.81, ns)和 3.19 分 (t (20)=.94, ns)。經 T-檢驗後

發現此兩項沒有高於中間值的顯著性。其餘十項均低於中間值。 

 

「因擔憂而失眠」平均有 2.62 分 (t (20)=-1.79, ns)，「覺得自己在各方面擔當有用的

角色」平均有 2.81 分 (t (20)=-.78, ns)，「覺得自己有能力對事情做決策」有 2.90 分 

(t (20)=-.35, ns)，「一直處於緊張的狀態」有 2.52 分 (t (20)=-1.94, ns)，「覺得無

法克服困難」有 2.38 分 (t (20)=-2.77, p<.05)，「覺得日常生活有趣味」有 2.81 分 (t 

                                                            
57 有效回覆為 27份 
58有效回覆為 21 份 
59有效回覆為 21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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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78, ns)，「覺得不快樂和憂鬱」有 2.33 分 (t (20)=-2.87, p<.01)，「對自己失

去信心」有 2.00 分 (t (20)=-4.83, p<.001)，「覺得自己無用」有 2.24 分 (t (20)=-

2.86, p=.01)，而「大致上感到快樂」有 2.95 分 (t (20)=-.20, ns)。經 T-檢驗後發現

「覺得無法克服困難」、「覺得不快樂和憂鬱」、「對自己失去信心」和「覺得自己

無用」分數有低於中間值的顯著性。 

 

圖 62『可能為問題賭徒者』的一般健康量表(GHQ)分數和主觀健康 (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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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焦點小組』的研究發現 

4.1 目的 

『焦點小組』的主題環繞以下四個領域進行：(1)研究女性參與賭博的動機；(2)研究女

性對賭博後果的認知；(3)研究女性對問題或病態賭博的主觀認知；(4)研究女性在有問

題或病態賭博時對求助的看法。『焦點小組』的結果有助探索問卷調查所未能觸及的

問題及回應，發掘新議題，而它亦可以和問卷調查的發現互為印證及補充。 

 

『焦點小組』共有 7 場，總參與人數為 31 人。她們都是由『電話訪問』的受訪者中

抽選。由於參與者的身份均為保密，『焦點小組』的參與者都只以代號代表。每場討

論時間為 75 分鐘到 90 分鐘左右。所有收集的資料均保密以保障參與者。 

 

4.2 訪談大綱 

『女性博彩調查』的『焦點小組』部份共有4大討論主題，其中第1個主題是關於賭博

概況和動機，第2個主題是關於賭博後果，第3個主題是關於對問題賭博的觀點，第4

個主題是關於對求助的觀點。『焦點小組』的訪談大綱刊載於附錄。本章節將把上述

的主題分為7個方面討論，它們分別是： 

1. 參與賭博的動機 

2. 賭博的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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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觀問題或病態賭博的定義 

4. 問題或病態賭博的成因 

5. 問題或病態賭博需要的協助 

6. 促使求助或妨礙的原因 

7. 對澳門賭博輔導服務機構的認知 

 

4.3 參與者特徵 

在焦點小組訪談的 31 名女性中，有接近五成 (15 人) 為 50 至 59 歲，接近三成 (9 人) 

為 40 至 49 歲，其餘各有 3 人為 18 至 29 歲和 60 歲或以上，另有 1 人在 30 至 39

歲 (圖 63)。若以教育程度劃分，有接近六成五 (20 人) 具有初中至高中學歷，有 6 人

為小學或幼稚園程度，另有 5 人有大專學位或以上學歷 (圖 64)。在婚姻狀況方面，有

接近六成五的參與 (20 人) 已婚，各有 5 人未婚和分居或已離婚，另有 1 人配偶已離

世 (圖 65)。 

圖 63『焦點小組』參與者年齡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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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4『焦點小組』參與者的教育程度 

 

圖 65『焦點小組』參與者的婚姻狀況 

 

 

在工作狀況方面，有接近一半參與者 (15 人) 有全職工作；在另外五成中，有 4 人只

有兼職，有 6 人全職主理家務，有 3 人表示已經退休，另有 2 人因為其它原因而沒有

全職工作 ，有 1 人沒有回應(圖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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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6『焦點小組』參與者的工作狀況 

 

圖 67『焦點小組』參與者的職業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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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有全職或兼職工作的參與者中60，有 4 人為「立法機關成員、公共行政高級官員、

社團領導人、企業領導人及經理」，有 4 人為「文員」和「服務、銷售及同類工作人

員」，有 2 人為「博彩業從業員」，另各有 1 人為「非技術工人」、「技術員及輔助

專業人員」和「其它：自顧人士」(圖 67)。 

 

4.4 賭博原因或動機 

綜合『焦點小組』參與者的意見，賭博的動機或原因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十項，其中有

部份小組參與者的意見與問卷調查的賭博動機呼應，此外，亦有小組參與者提及一些

其它方面的原因如非金錢的利益回報。 

 

4.4.1 金錢 

在『焦點小組』中，有 15 名小組參與者(48.38%)61明確提及金錢是參加賭博的動機。

其中，有 12 位小組參與者表示賭博能夠贏錢(38.71%)而有 8 位參與者提及賺快錢

(25.81%)。以下為有關例子的節錄： 

「你只需要把錢放落去，只要你贏嘅話，你就可以攞更多錢。」 

「話我今日唔駛番工，等於就番咗工，唔使做都有嘅啦。係咪好過癮啊？」 

「贏咁多錢你就心紅又想贏多啲，咁又繼續去賭啦。」 

                                                            
60 有效回答有 17 份。 
61 雖然參與者是以隨機抽樣問卷調查的受訪者抽選，但焦點小組參與者並不代表澳門女性賭博參與者這

母體。焦點小組是探索性，長處在於發掘被忽略的議題或發現新的議題，可以改善將來的定量研究。第

4 章提供百分比僅為方便有此需要的資料使用者參考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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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吸引力幾大...贏得咁快...見到咁容易贏錢囉。」 

有 2 位小組參與者(6.45%)提出賭博能夠贏錢非常吸引，能夠以小博大；贏錢後可以拿

贏來的錢繼續去賭 (俗稱「利滾利」) 或覺得不用付出勞力便可令生活無憂，不用為錢

而煩惱。此外，有 4 名參與者(12.90%)認為羨慕別人贏錢也是賭博動機之一。例如： 

「你見到其他人贏錢嘅時候，你都會受到誘惑，有衝動去跟佢一齊下注。」 

由此可見，以金錢為賭博動機的人都會在想賭博時把注意力放在「賭博能夠贏錢」上，

而忽略了輸錢的後果。同理，有 11 位小組參與者(35.48%)認為樂觀的風險評估樂觀

的風險評估會增加賭博動機。有 8 位小組參與者(25.81%)對輸贏很樂觀，亦有 5 位

(16.13%)相信運氣。樂觀的風險評估的其中一個原因是看到別人贏錢就覺得贏錢很容

易，與金錢誘因所提過的「羨慕」相關： 

「見到人地一贏錢呀，自己感覺上：『嘩!咁易揾呀...』，自己一定會去賭吓。」 

「一買就中個隻...感覺上啲錢好好揾呀。」 

「我搏未必輸啊嘛，唔搏點知輸啊？」 

此外，有 3 位小組參與者(9.68%)提及貪念。 

「一個原因就係個貪，貪就想去贏錢啊嘛，想多啲錢啊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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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感覺尋求 

在『焦點小組』中，有 12 位小組參與者(38.71%)提及賭博的高風險能夠帶來感官刺

激。其中，有 7 位小組參與者(22.58%)表示感到刺激或開心時候，普遍都是贏錢時。

以下為有關節錄： 

「好刺激，剩係當你贏過錢個吓，就覺得好刺激。」 

「如果一中咗個時同隔離都會好好傾㗎，好有研究大家交流下心得㗎：『拿我都話要

咁落㗎』，好高興㗎。」 

但有 1 名小組參與者(3.23%)指出刺激是來源於賭注的大小： 

「偏要打賭注大啲，越刺激啲。」 

可見賭博刺激可細分為「贏一次把錢贏回來」的刺激和「豪賭」的刺激。兩者的區別

為前者因為贏而覺得開心和刺激，而後者則是金錢因輸贏而大起大落而產生的純粹刺

激感。 

 

有 9 位小組參與者(29.03%)認為受情緒所困時會想去賭博。它與感覺尋求和緩和厭煩

相關。她們皆是心情欠佳時想去賭，有因感情問題、家庭問題、受刺激而生氣，或有

其它困擾時，會想通過賭博的刺激來排解負面情緒。以下為有關節錄： 

「唔係話因為想贏錢，純粹係想刺激返自己，唔好去諗啲唔開心嘅事。」 

「即係去賭呢，其實有啲係去發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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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開始心情唔好先會去賭嘅啫…剩係自己做到好好嘅，無人欣賞。」 

「自從兩公婆一鬧交就開始啦，心情唔好，直情話攞一筆錢去賭啊。」 

 

4.4.3 緩和厭煩 

在『焦點小組』中，有 11 位小組參與者(35.48%)提及賭博能夠緩和厭倦和煩悶並提

供娛樂。其中，有 10 位小組參與者(32.26%)認為賭博能夠填補空閒時間。以下為有

關節錄： 

「你基本上湊咗佢[小朋友]返學之後，嗰段時間已經係真空㗎啦，就無咩嘢做，得閒

得濟無所事事。」 

「無聊呢……我本身係家庭主婦嚟嘅...湊兩個孫...返咗托兒所之後呢都會去玩一陣。」 

「咁鬼得閒，個袋有啲咁多錢就走去搏吓啦。」 

亦有 6 位小組參與者(19.35%)覺得賭博可以排解生活乏味。例如： 

「屋企人唔係啲邊，佢放咗工之後佢話覺得好悶，無屋企人，又唔想喺屋企睇電視，

所以就去賭場行吓去賭囉。」 

「尤其女性係悶，同埋無咁多時間同佢[丈夫]一齊嗰時，你覺得悶，就會自己去揾樂

趣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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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 學習 

在『焦點小組』中，有 3 位小組參與者(9.68%)提及賭博與學習。賭博可以學到玩法，

可以動腦筋，甚至可以學習控制情緒： 

「從中學到更多嘅嘢囉...學到更多嘅嘢，唔同[博彩]嘅玩法。」 

「我會喺後面睇佢地[賭博]。」 

「[麻雀]德育、智育、羣育、係可以練得到嘅，練腦，訓練你同朋友輸咗麻雀嗰種脾

氣點樣， 羣體聚會， 智慧嘅考驗， 其實係一種好好嘅， 好吸引人嘅活動嚟㗎。」 

 

4.4.5 社交 

在『焦點小組』中，有 10 位小組參與者(32.26%)提及社交因素。在一些認為社交是

賭博動機之一的小組參與者中，有 3 位小組參與者(9.68%)表示賭博是和親戚朋友同樂，

亦有 6 位小組參與者(19.35%)提及賭博可以是為了聯絡感情。以下為有關節錄： 

「我地一般稱為衛生麻將，輸贏一段唔會放喺第一位，我地一般都唔會同一些斤斤計

較嘅玩的嘅 大家都只想聯絡一下感情。」 

「湊熱鬧囉, 襯高興囉，即係約埋一齊好似組旅行團咁樣，等於人地去旅行咁，『去個

到玩落一齊？』 『好呀有伴去嗰到玩。』」 

「即係陪佢地[親戚朋友]之餘自己又可以玩埋一份，大家開心。」 

此外，有 6 位小組參與者(19.35%)提及已經賭博成癮的賭博同伴是一個因素，例如受

朋友遊說唆擺或是為了不脫離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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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女人比較容易互相影響。」 

「有朋友遊說吓佢，因為始終係群體生活啊嘛。」 

「會，會啊，啲朋友叫到去。」 

「見慣晒嗰啲人，去到就識得人呀，熟晒呀，唔見佢就 CALL 佢去。」 

 

4.4.6 自我價值 

相對男性，女性比較不重視自我價值的動機。在『焦點小組』中，只有 2 位小組參與

者(6.45%)提及相關因素，例如通過賭博能夠滿足虛榮心。以下為有關節錄： 

「好啦，唔走，佢好威風啊，以為，哇，好多人圍住…」 

「你入到 VIP，你係咪高級啲 ？」 

 

4.4.7 非金錢的利益回報 

有 11 位(35.48%)小組參與者提出賭博可以是為了非金錢的利益回報。根據小組參與

者的討論，該等回報一般都是賭場種類繁多的附屬服務，有免費餐飲、空調設備、免

費門票或是其它微小利益。例如： 

「有個額呢咁咪碌卡俾你呢，換積分咪有得食囉。」 

「有免費嘅演唱會飛送俾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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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賭場啲非常之優質嘅服務都係一個吸引人去玩嘅地方…一陣又有嘢飲有嘢食，啲水

又係免費嘅。」 

「我第一次賭就係因為入去歎吓冷氣。」 

「去睇睇吓[免費表演]又係嗰條路就去賭㗎啦。」 

 

4.4.8  心癮 

有 7 位小組參與者(22.58%)提及賭博與心癮有關，根據小組參與者的討論，心癮是一

種不去賭博就不舒服的感覺。事實上，心裡學家多形容心癮為「心理上的依賴」

(psychological dependence)，而不舒服的感覺是因脫癮(withdrawal)而起，是問題

或病態賭博的常見徵狀之一。因此，對賭博已形成心理上的依賴的賭徒會為減輕脫癮

徵狀而參與賭博。以下為小組參與者作有關討論的節錄： 

「有時係心癮呀。」 

「打麻雀好精神㗎，都係打麻雀嗰個心癮咁囉，即係你唔打麻雀係唔安樂嘅。」 

「好似返工咁㗎囉。」 

「心思思又想返返嚟咁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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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9 其他 

不服輸：其實亦是金錢誘因動機的一種。但只有 5 位小組參與者(16.13%)因為不服輸

而去賭，屢敗屢戰，想把已經輸掉的錢贏回來： 

「又心疼啊，輸咗啊，又唔忿氣，第二日又去過。」 

「因為輸咗已經唔忿氣啦嘛，想繼續追返個本啊嘛。」 

有閒錢：3 位小組參與者(9.68%)覺得在自己能力範圍內可以去賭的時候，便會想參與

賭博。 

「我覺得係啲仔女大咗，負擔無咁重啦，出嚟做嘢啦嘛，會俾家用啦。」 

「有嘢做賭多啲。」 

識得玩：5 位小組參與者(16.13%)提出認識不認識如何玩亦會影響會否去賭博。 

「大細簡單，而且投注小。」 

 

好奇心：有 1 位小組參與者(3.23%)指出好奇心是驅使年青人去賭博的原因之一。她以

自己的兒子為例，在途經賭場時會好奇想進去賭。此外，亦有 1 名小組參與者(3.23%)

表示入職博彩業時按捺不住誘惑會想去賭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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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賭博後果 

雖然小組參與者列出賭博的負面影響(如人際或家庭關係變差) 比正面影響(如娛樂及放

鬆精神)多，但她們多認為她們自己賭博行為並沒有帶來太大弊端，只是觀察到賭博對

其他人或家庭帶來的負面影響。 

 

4.5.1 正面影響 

有部分小組參與者指出賭博能夠帶來正面後果如學習、家庭、社交、放鬆娛樂、緩和

厭煩和金錢收益。在學習方面，有 3 位小組參與者(9.68%)都認同通過賭博不論輸贏，

能夠學習到新的事物從而鍛鍊大腦，更有 1 位(3.23%)表示在輸錢時可以學習控制情緒： 

「我地打麻將其實都係訓練自己嘅思維，麻將本身有佢自己嘅一套思維在，呢啲對老

人痴呆症有一定嘅作用。適當嘅打麻將對老人家係有幫助。」 

在家庭方面，有 2 位小組參與者(6.45%)提出賭博(只限贏錢時)可能有幫助。 

「特別係佢羸咗錢呀，就唔知對屋企人幾好呀。」 

在社交方面，4 位小組參與者(12.90%)認同賭博可以幫助和親戚朋友或同事聯絡感情、

增強凝聚力和加深感情： 

「間中玩下，培養下同事或者朋友嘅感情啊咁樣。小賭怡情啊。」 

「增厚咗家人或者朋友嘅感情深厚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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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過年過節大家都會做㗎喇，呢樣嘢。只不過消遣吓時間。咁同埋咧，就有一個

團聚力」 

同時，亦有 6 位小組參與者(19.35%)覺得賭博可以幫助她們舒緩壓力，並富有娛樂性： 

「入去玩下，有時可以舒緩下壓力，入到去呢可以咩都唔諗」 

「我唔打麻雀嗰時就恰眼訓啦！...打麻雀好精神，打麻雀嗰陣時…」 

全部已退休的小組參與者(3 位)都表示覺得可以拿賭博填補退休或其它空閒時間。 

「有時間中可以話消磨吓時間咁樣。」 

有 2 位小組參與者(6.45%)認為通過賭博能夠賺錢。 

「賺到更多囉。」 

 

4.5.2 負面影響 

相對而言，小組參與者列出賭博的負面影響比正面多。她們覺得賭博會破壞人際關係、

浪費時間、影響家庭生活、導致金錢損失或貸款、賭博成癮、影響工作、有情緒問題、

誘發暴力事件和犯罪。 

 

在人際關係方面，有 7 位受訪者(22.58%)認為賭博會傷害友情，甚至有 1 位參與者透

露曾因賭博問題遭受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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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見到都走囉。」 

 

在家庭方面，26 位小組參與者(83.87%)都認同賭博會對家庭造成負面影響，例如包括

放置家務不理、對家人說謊、疏於照顧子女、引發家庭暴力或離婚。以下為有關節錄： 

「咪家嘈屋閉囉，離婚呀， 啲仔女成績又差咗。」 

「家都唔管，飯都唔煮。」 

「會令到屋企夫妻之間嗌交呀，有時甚至乎郁手。」 

「同家人嗰個相處嘅時間必然少嘅。」 

 

在工作方面，有 5 位小組參與者(16.13%)覺得賭博會破壞現有工作模式，例如工作效

率低、不受信任和失去工作時間或集中力，甚至導致失去工作。 

「咁就變咗你嘅專注力唔喺份工嗰度囉。咪影響咗你做果份嘢嘅工作效率喇。」 

「離職，我自己離職。」 

 

同時，有 13 位小組參與者(41.94%)表示賭博會招至金錢損失，甚至使人需要借貸或

典當。 

「一晚成十幾二十萬上落，又攞過屋企啲金器啊嗰啲去當，當完之後再攞錢咁樣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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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亦有 5 位小組參與者(16.13%)覺得賭博其中一個壞處是成癮，會沉迷賭博心癢

難耐，想一直賭下去： 

「沉迷咗麻雀嘅，一放工就去打麻雀嘅啦。」 

 

有 2 位小組參與者(6.45%) 認為參與賭博的人普遍都會難以控制情緒，亦有 6 位小組

參與者(19.35%)表示認識同事或朋友因賭博會而誘發暴力事件或犯罪的嚴重後果，例

如偷錢、偷籌碼、傷人等。 

 

4.6 對問題或病態賭徒的特徵的看法 

『焦點小組』的結果反映澳門女性賭博參與者對問題或病態賭徒的徵狀有一定了解但

並不全面。雖然大部分小組參與者表示問題或病態賭博的徵狀和物質依賴症

(substance dependence)類似，例如脫癮徵狀(withdrawal symptom)，也能點出問

題或病態賭徒多有「要把輸掉的錢贏回來」的想法和金錢借貸問題等，但她們傾向以

賭博或借貸金額及賭博次數為問題或病態賭博的主要定義和特徵，亦沒有指出「要愈

賭愈大去達到滿足感」(tolerance development)為問題或病態賭徒的其一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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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1 上癮的行為徵狀 

有 15 位小組參與者(48.38%)認為有問題或病態賭徒有如藥物上癮般的行為徵狀。她

們一般覺得沉迷或上癮包括每天都去賭、不賭便會覺得寢食難安、有錢就想去賭、和

想方設法去賭： 

「唔知點解，佢話一日唔去呢，就會坐又唔安樂，行又唔安樂架喎…一見到個門口就

想去。」 

「我有個親戚佢八十幾歲都去賭啦，跌跛咗隻腳，跛下跛下都去呀...心癮好重，唔去

唔得，一定要去。」 

 

有 2 位受訪者直接形容問題或病態賭博如對吸食香煙或毒品上癮或沉迷： 

「沉迷嘅。唔打就身痕嘅。即係等於食煙，一日食三支煙嘅、五支煙嘅。你每日呢叫

佢完全唔食啦，好似攞佢條命咁。」 

「[上咗癮]好似食白粉。」 

 

此外，有 7 位小組參與者(22.58%)認為賭徒出現絞盡腦汁去找賭本、希望把輸掉的錢

贏回來而繼續賭，或嘗試戒賭卻翻賭的情況(6 位，19.35%)，便是問題或病態賭徒： 

「我已經輸咗咁多錢囉，我借咗咁多錢， 我唔贏返我點找數呀...就係差少少所以我會

再繼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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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錢喺身呢，呢兩日無得賭呢，佢就會想辦法揾錢去賭，呢種係賭徒。」 

「每一次輸咗之後佢地都會後悔...當佢心癮起個時呢，佢又繼續啦，好似鬼掩眼咁行

咗入去㗎。」 

 

4.6.2 大額金錢投入 

在 18 位小組參與者(58.06%)心目之中，問題或病態賭徒會進行「豪賭」和「大量輸

錢也不停手」： 

「見到啲人賭到幾大呀！仲要買大細都可以買十萬八萬。」 

「有啲輸到賣屋呀! 鄉下啲屋又賣晒，澳門啲屋又賣，都唔得掂呀真係!」 

 

大額金錢的投入需要資金來源。有 4 位參與者(12.90%)表示問題或病態賭徒會不合理

地利用金錢(包括薪金)進行賭博： 

「會用多咗錢，譬如你人工兩萬一個月，你用咗萬五蚊去賭，咁就一定有問題囉。」 

「你去賭場娛樂場嗰啲呢，你自己入錢入錢入錢都係無底深潭，入到自己個銀包無咩，

又去撳機囉，入到個銀包無又去撳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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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有 4 位參與者(12.90%)認為問題或病態賭徒會典當貴重物、周圍向人借錢，甚至會

有周詳計劃去賭： 

「我聽[娛樂場名]啲師奶講好叻噃。點都留返 100 蚊買餸先。或者買埋餸，攞埋去張

賭台底先。我就算輸晒銀包啲錢，我都有餐餸返去交代...嗰啲其實係病態㗎喇。」 

 

4.6.3 賭博頻率和時間 

有 15 位小組參與者(48.38%)認為能夠從賭徒的賭博頻率和時間長短看出是不是問題

或病態賭徒。其中有 8 位小組參與者(25.80%)認為每天都去賭博的賭徒就有問題： 

「因為人始終有壓力嘅...可以俾你去舒緩少少囉。但係未至於話日日都要去賭，咁嗰

啲就真係有問題喇。」 

 

有 3 位小組參與者(9.68%)認為多於其它頻率就有問題，如一個月兩三次、一個月四次、

一星期兩三次和每天幾次。另外，有 1 位小組參與者指出在不尋常時間賭博亦是有問

題： 

「一日去幾次嗰啲囉，早午晚都去㗎，晚黑訓唔着十二點鐘都去賭場㗎。」 

「日夜顛倒。」 

此外，亦有 9 位小組參與者(29.03%)認為連續在賭場逗留數日也是有問題或病態賭博

的徵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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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續個幾禮拜兩個禮拜係個到唔出黎架，又唔沖涼喎，日日都係嗰度。」 

「3 日 3 夜，佢話啦，賭完之後返工。返完工又繼續去。」 

 

另有 3 位小組參與者(9.68%)指出賭齡長及長期相同的行為型態也應該是判斷問題或病

態賭徒的指標： 

「我見佢賭咗成廿幾年都有㗎啦...到依家都唔會改㗎喎。」 

「好多都幾廿年都係咁啦。」 

 

4.6.4 借貸 

有 10 位小組參與者(32.26%)認為問題或病態賭徒會向周邊的人甚至不認識的人借錢

去參與賭博： 

「賭到問人借錢嗰啲就已經有問題喇。」 

「佢阿媽爛賭呀嘛，賭到唔得掂咁就周圍問人借。」 

「我打[麻雀]到問啲同事借錢...借一萬蚊俾我。」 

「係咁嚟過嚟過又嚟….過問隔離借完又借個啲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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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5 其他 

自我認知：有參與者認為問題或病態賭徒一般不清楚自己是否有問題，會覺得自己沒

問題(6 位，19.35%)，或即使覺得自己有問題也不會主動求助(1 位，3.23%)；另外，

亦有 4 位參與者(12.90%)覺得當賭徒出現非理性信念或失去理性時便有問題： 

「一個賭嗰陣時已經人嘅思想唔清晰嘅時候，佢覺得突然之間有筆錢俾我賭，啊，我

賭實會贏嘅。」 

「沉迷嘅人基本上都唔會主動求助。」 

 

但亦有 1 位參與者(3.23%)認為問題或病態賭徒只是自知而不自控： 

「其實佢自己已經知道咗佢已經係有啲控制唔到自己。當你去到咁嘅程度嘅時候，其

實我反而覺得佢唔會介意人地點樣去睇佢囉。」 

 

性格及態度：有 1 位小組參與者(3.23%)認為問題或病態賭徒會較極端，對他人給自己

的意見持封閉態度，一般都不聽別人勸告，更不會尋求協助(6 位，19.35%)。有些小

組參與者認為問題賭徒，甚至會有暴力傾向(5 位，16.13%)： 

「通常呢啲人佢唔會聽隔離人，同佢點講都好佢都係唔聽㗎喎。」 

「發脾氣囉，咁呀輸咗又返屋企發脾氣嗰啲...又打啲仔女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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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關係：有 4 位小組參與者(12.90%)認為問題或病態賭徒的家庭關係相對來說會比

較差，會向家人忍瞞賭博的時事實，到家人知道的時候已經是泥足深陷： 

「屋企人又唔知，啲仔女又唔理...屋企都唔返，佢老公揾唔到佢。」 

「因為佢賭啦，影響到自己家庭啊，剩係整日吵架喇，又已經無錢攞返屋企喇。」 

「仲要借大耳窿嗰啲錢….啲仔女真係唔認[佢]㗎，輸大咗老公都唔要佢。」 

 

疏忽責任：有 9 位小組參與者(29.03%)認為問題或病態賭徒會疏忽自己的責任。例如

會丟下家務(例如準備晚餐、管教子女等)不理，。另有小組參與者指出問題或病態賭

徒會疏忽工作： 

「仔女又唔理，話知你有無飯食呀。」 

「賴個細路仔揼喺我屋企，又去[賭]囉... 」 

「好似倒轉咗兩樣嘅角色咁囉。返工同賭博倒轉咗。」 

 

4.7 問題或病態賭博的成因 

『焦點小組』的結果反映澳門女性賭博參與者對問題或病態賭徒的成因似乎並沒有足

夠了解。小組參與者比較強調問題或病態賭博的「外在因素」如金錢引誘和社交要求，

但「內在因素」如賭博認知和性格特質(如自我控制能力較弱)則較少參與者提及。 

 



 

 

99 

4.7.1 金錢誘因 

有 15 位小組參與者(48.39%)認為金錢是問題或病態賭博的成因。其中，4 位小組參與

者(12.90%)認為問題或病態賭徒一心以為賭博可以贏錢或賺錢容易，有僥倖心理，有

1 位表示有認識的人認為可以以賭博維生： 

「贏咁多錢你就心紅又想贏多啲，咁又繼續去賭啦。」 

「好似初初玩贏咗幾千蚊，贏得咁快，跟住就越踩越深，越踩越深。」 

「嗰寸去麻將檔啲人，佢地直接將麻雀當做一種活口嘅工具，咁樣係非常容易沉迷....

有時輸得好慘，有時贏非常多。」 

亦有些小組參與者覺得她們因為不服輸繼續賭博而有賭博問題： 

「好喇，輸咗囉，佢唔忿氣喇，又去喇。輸咗又想去，一出糧就去博返翻嚟囉。」 

 

4.7.2 社交 

有 7 位小組參與者(22.58%)認為同儕也可能是問題或病態賭博的成因。其中，她們表

示同儕可劃分為親人、朋友、同事或其它身邊的人。她們指出同儕都只說贏不說輸，

令人羨慕： 

「我以前喺[飲食店名]工作，嗰度嘅洗碗工人收入唔高，但聽見嗰啲廚師賭贏咗後，

最後連洗廁所啲工人都去賭。但只會贏咗先講，輸咗就唔會講。」 

 

另外，亦有 1 位小組參與者指出女性比較傾向結伴賭博： 



 

 

100 

「女人要面子，又怕又要賭，所以只好找伴。」 

 

4.7.3 職業狀況 

有 4 位小組參與者(12.90%)認為職業是問題或病態賭博有關的因素。有 3 位參與者

(9.68%)認為沒有正職的女性比較容易有賭癮，原因可能和她們有較充裕時間及較少財

政負擔有關： 

「如果女性無工作，或者家庭負擔不大嘅話，咁佢就會容易染上賭博嘅症狀。」 

「所以我都認為，多數其實喺賭場度，剩係玩得嗰啲，通常都係嗰啲師奶、阿婆，係

啊，都唔洗返工呀嗰啲….無正職，無需要返正職。」 

 

另外，有 1 位參與者(3.23%)覺得問題賭徒會認為有些女性因為沒有返工賺錢。 

「我覺得女性可能因為錢唔係自己嘅，所以佢地唔識珍惜嗰啲錢。」 

 

4.7.4 漸漸成癮 

有 8 位小組參與者(25.80%)認為賭徒本身有賭博心癮會成為問題或病態賭博的成因。

例如，問題或病態賭徒去進行賭博活動越來越頻繁會形成身心習慣，因而導致問題或

病態賭博： 

「心癮呢，去得多就自然想去㗎啦，你唔去好似唔安落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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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得多嘅人，自然會沉迷嘅。」 

「其實你去多咗，自己會覺得...輸大咗，又想去攞返...」 

 

4.7.5 其他 

空閒：有小組參與者認為生活沉悶(2 位，6.45%)或空閒時間(5 位，16.13%)太多會成

為問題或病態賭博的成因。她們認為問題或病態賭徒會將賭博視為填補空閒時間的消

遣娛樂： 

「我覺得係得閒無嘢做囉。即係有時一個人太得閒嘅時候啦，就會搵啲嘢做。但係呢

你去到賭場入面啦，其實係好容易消磨時間囉。」 

 

家庭：有 3 位受訪者(9.68%)指出家庭因素亦有可能是問題或病態賭博的成因。賭徒會

因為想抒發心中對家庭問題的不滿而去賭博。 

「屋企有問題，導致佢要揾地方去。」 

 

性格：只有 2 位小組參與者(6.45%)認為性格會成為問題或病態賭博的成因，例如貪心、

衝動性格的人。有參與者指： 

「因為有啲人即使借人地錢都要賭嘅….有啲人很有錢都唔會賭，有啲好窮都去賭嘅。」 

「本身佢嘅先天性就係會鍾意刺激，鍾意冒險，衝動嘅人呢就會變成[問題]賭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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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對求助的看法 

整體而言，小組參與者對問題或病態賭徒的主動求助和治療並不正面積極，有參與者

表示問題或病態賭徒的行為習性已形成，很難改變，而她們亦未必知道或希望改變。

而且因為宣傳不足，她們亦不了解不同的求助途徑。然而，參與者相信親友的支持和

社會政策的改善與支援可有助防治問題或病態賭博，而她們的意見總結如下： 

 

4.8.1 問題或病態賭徒需要的協助 

家人支持：小組參與者普遍認為問題或病態賭徒需要家人的協助，其中有 9 位參與者

(29.03%)表示家人最好有正向支持，有情緒支持、策略支持和勸導等，並減少對賭徒

的懲罰： 

「最緊要係嗰一份心意，如果你令到佢覺得如果佢戒咗嘅話，整個家庭都十分和諧嘅

話，咁樣佢就好有呢一份信心去除掉呢個惡習啦。」 

「應該屋企人去幫助，大家去支持佢囉....唔係話，我唔借錢俾你而'笛'(逐出)你出街

囉。」 

 

朋友支持：此外，有 6 位小組參與者(19.35%)表示問題或病態賭徒需要朋友協助，給

予賭徒關愛和正面誘導，但朋友自己亦雖要得到充分支援以對她們提供有效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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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啲時間直頭同埋佢去囉...咁樣可能佢會有個意念啦，可能會走去聽吓有咩方法戒

下賭咁樣囉。」 

「首先自己[指賭徒身邊的人]要知道有咩方法可以幫到佢。」 

 

專業協助：在家人朋友之外，有些小組參與者亦提到賭徒可以尋求社工(3 人，9.68%)

或透過不同組織去尋求其它有關專業人仕的協助(4 人，12.90%)。 

「譬如你身邊有人係咁嘅， 咁你咪希望勸導佢去睇….社工啦一係就。」 

「有呢個心理輔導都好啲。」 

「當你唔知道嗰個路點樣去搵嘅時候啦，工會佢都會負責，即係幫你去穩嗰個機構負

責跟進呢單 case㗎。」 

 

4.8.2 促使求助的原因 

根據小組參與者的回應可將促使求助原因分為兩大部分：賭徒自身的態度和相關活動

舉辦。在態度方面，有 5 位參與者(16.13%)表示除了賭徒自身會突然醒悟想做出改變

外，與家人的密切不分的關係(羈絆)可能亦會令賭徒有求助想法： 

「可能係自己覺得自己有問題呀，賭輸咗覺得佢自己做錯咗….即係自己衰格。」 

「而且我突然覺得，點解我出糧要還債啫？我自己儲番啲錢啊。」 

「要佢自己識諗….最緊要屋企啲小朋友細呀，或者佢仲可以有呢個諗法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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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活動方面，有 4 位小組參與者(12.90%)表示舉辦一些戒賭活動或是有家人參與的

戒賭小組會有助於賭徒增加求助的意願： 

「如果你話一個社團活動，通過活動之中去講解、去大家交流...有賭仔嘅心聲嘅呢...咁

佢地嗰個場面又容易接受啲囉。」 

「搞啲活動，用活動嘅名義..譬如未正式開始嘅時候...佢地交流交流知道賭嘅弊病係好

大囉...可能真係會慢慢慢慢改返過嚟囉。」 

「嗰啲講座咁樣..大家喺度講自己...一啲戒賭嘅過程。」 

「整家家庭式嘅 family 嚟嘅式啊咁樣，一齊嚟聚會啊...各有各玩嘅遊戲啊咁樣。」 

 

4.8.3 妨礙求助的原因 

在外在原因方面，有 3 位小組參與者(9.68%)表示有結伴賭博的同伴是求助的絆腳石。

她們覺得賭徒受到同伴的影響下會失去求助動力，即使求助並接受治療後也有較大機

會翻賭，例如： 

「佢本身做餐廳嘅...就可能有啲時間...成群結隊啊咁樣去賭，咁就戒唔到。」 

 

此外，有 14 位小組參與者(45.16%)認為部份戒賭服務的宣傳或運作方法有值得商榷

之處，可能增加賭徒對標籤效應的疑慮而拒絕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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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明知道呢度有間戒毒中心或者戒賭中心，咁你入去，佢實係有人守門口或者乜嘢

㗎嘛，咁你實係知，落唔到自己嗰種面子啊，係唔想俾人睇唔起自己啊。」 

「好多時候啲機構都標明，咩戒賭啊戒毒啊。其實有無諗過，咁樣係影響咗一個人嘅

參與嘅呢...你捉我去即係代表我係有問題嘅，咁我自己嘅心理上面就會覺得：吓？點

解你地個個都認為我係有問題...會更加會反感咗。」 

「一開始就話戒賭活動啊乜嘢嗰啲，咁敏感嘅字眼囉。」 

 

在內在原因方面，有 4 位參與者(12.90%)認為自尊心強阻礙求助，因為害怕被別人標

籤，亦認為面子是一個重要考慮。 

「無勇氣去啊[戒賭機構名稱]！好驚見到熟人...即係其實都係面子。落唔到台。」 

「驚俾人睇唔起囉...見到佢去嗰個地方嘅嗰啲人，就會可能會睇唔起有問題嗰個人，

令到有問題嗰個人就會收收埋埋自己。」 

 

同樣地，有參與者指出中國人嘅傳統信念如家醜不出外傳亦有可能是求助的妨礙： 

「我覺得中國人嘅保守思想...永遠會覺得家醜外傳啦... 剩係覺得好瘀囉。我屋企有個

咁嘅人出嚟。」 

「中國人始終一樣嘢呢，係怕見醫生呀，即係我唔係病架，我鍾意玩之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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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有 9 位小組參與者(29.03%)認為妨礙求助的原因是出自賭徒自己身上，除非問

題賭徒自已有改變的意願，否則她們一般不會改變其長期賭博習慣，也不可能強迫她

們求助： 

「沉迷咗嘅人基本上都唔會主動求助嘅，所以呢方面會比較困難。」 

「通常呢啲人佢唔會聽隔離人[講]，同佢點講都好佢都係唔聽㗎喎...賭咗廿幾年。」 

「戒賭熱線...佢要肯去打呢個電話先得㗎。」 

「我識個啲人全部都唔會揾協助...因為佢地覺得『如果我唔賭呢就叫我轉死性㗎

啦』。」 

 

有 3 位參與者(6.45%)懷疑戒賭服務是否真的有成效，甚至有 2 位參與者質疑輔導專

業人員的效用。 

「每一個社工，佢係咪真係會咁無私奉獻咁付出呢，咁我覺得唔係囉。」 

「就算你一個外人嘅社工...譬如我同你第一次見面，我同你都唔熟架喇，咁我會講我

嘅心事俾你聽咩？」 

「揾義工，你幫到我咩啫?嘩，我賭大把人勸我啦... 講冇用架，你同我講其實我知㗎， 

但係我差舊錢之嘛。」 

「你[指心理學者]都無咁多心機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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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有 2 位小組參與者(6.45%)認為對問題或病態賭徒的協助之資源不足。 

「如果你去求助, 你就咁同佢講就可能 OK，如果你行去接受治療就排到你癲呢! 」 

「社工嘅人手係有啲唔足夠嘅。」 

 

4.8.4 求助機構的選擇 

只有 2 位參與者能提出一個的名稱，雖然並非完全正確。有 12 位小組參與者(38.71%)

指出並不知道澳門有哪些賭博輔導服務機構，而她們不知道如何聯絡那些賭博輔導服

務機構。顯示參與者可能缺少這方面的認知。 

「雖然澳門有呢啲機構，但我地根本唔知道點樣搵佢地。」 

「啲人都唔會打電話去求助….因為佢主要係唔會識打過去。」 

「依家睇宣傳方面真係唔係成日有囉，係間唔中見到啲巴士，個啲咩唔好賭呀，叫你

嗰啲咁樣之嘛，好似...」 

「無咩管道可以知道邊啲地方有啲咩機構。」 

「呢度有好多宣傳，但作用都只係一般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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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 結論 

5.1  女性參與賭博情況的概況 

綜合是次研究的結果，澳門女性最主要參與的賭博活動是參與親戚朋友之間的賭博(例

如麻雀)(57.16%)和買香港的「六合彩」(53.50%)，亦有一部份會去賭場(17.28%)及去

角子機場落注(15.60%)，參與其他類型賭博活動的人不多於一成。在以上四類最多女

性參與的賭博方式中，落注額以賭場最高(中位數 MOP300)，親戚朋友之間的賭博(中

位數 MOP200) 及角子機場(中位數 MOP160)的落注額次之，但相對其他三類賭博方

式，賭場的落注額上落較大(詳情參考章節 3.3.3 及表 1)。以每月的落注額而言，主要

的賭博方式中位數是五百元以下。 

 

雖然有兩成多澳門女性是會獨自去賭博，但相對而言，她們亦會喜歡與朋友(兩成六)

或者是和家人(兩成二)一起去賭博的(詳情參考章節 3.3.4)。焦點小組訪問顯示她們有

時是因為以賭博作為社交的一種節目，但亦有時是按捺不住朋友的勸誘，為了保持在

朋友的圈子之內而去參與賭博的。根據『電話訪問』，過半數的人都打算在短期內再

去賭博。 

 

在『電話訪問』1013 位受訪者中，有分別 28 及 21 人是『可能成為問題賭徒』(2.8%)

及『可能成為病態賭徒』(2.1%)(詳情參考章節 3.7)。雖然她們認為自己各生活範疇並

不太因賭博而受到負面影響，然而在其身心健康的很多方面，例如「覺得無法克服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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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覺得不快樂和憂鬱」、「對自己失去信心」和「覺得自己無用」等，她們的

分數都較平均值為差(參考章節 3.11.5 及 3.12.5 的 t 檢定)。 

 

5.2  女性參與賭博的動機 

綜合是次研究，澳門女性參與賭博的主要動機是為了社交、緩和厭煩(例如解悶)、尋

求刺激，亦可能與金錢利益(例如羨慕他人搵快錢)有關。當然，對賭博已形成心理上

的依賴的女性也會為減輕脫癮徵狀如坐立不安而參與賭博。根據『電話訪問』社交動

機強的人有較大機會在年幼時便嘗試賭博。『焦點小組』則發現金錢以外的利益，例

如門票、飲品食品、甚至「歎冷氣」等都是一些女性去賭博的原因。為了感覺尋求動

機而賭博的女性中，除了單純的希望尋求刺激的人，亦包括了為了緩和負面情緒困擾

而去追求刺激的人，此和『電話訪問』中自覺在家不受重視的女性會有較強的感覺尋

求賭博動機(-.065；而自我價值動機為-.140，金錢收益動機為-.145，學習動機為-

.087，自我價值動機為-.140；可參考章節 3.2.2)之發現不謀而合。相對而言，學習動

機和自我價值動機對參與是次研究的女性的重要性不及感覺尋求賭博動機。 

 

此外，動機亦有可能與問題賭博有關，例如是次研究的結果顯示女性的問題或病態賭

博的成因應與社交及緩和厭煩有較大關係。另外『焦點小組』的參與者相信金錢是問

題或病態賭博一大誘因，而她們亦認為無業和長期參與亦是一個問題賭博的風險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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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全職家庭主婦的賭博參與 

根據『電話訪問』的結果，雖然各因子的家庭主婦與非家庭主婦的平均值差異均無統

計上的顯著性，但通過比較做家務時間的多少與賭博動機，發現做家務時間較短的受

訪者在社交動機、自我價值動機和緩和厭煩動機上顯著地比做家務時間較長的受訪者

要高(可參考章節 3.9.1) 。『焦點小組』參與者則強調家庭主婦(或退休人士)在感覺尋

求和緩和厭煩方面的動機是重要的。她們表示家庭主婦在接送小孩之後便有空閒，且

丈夫亦不在家，亦有部份因生活不愉快(例如和丈夫爭吵)而去尋求刺激，消除鬱悶的

感覺。如前所述，在家受不受重視與感覺尋求賭博動機呈負相關，即受重視者動機較

低，不受重視者動機較高(可參考章節 4.4)。這可能說明家庭崗位本身未必強烈影響賭

博，但因為家庭崗位而得到的待遇或主觀感受則可能會對其賭博參與動機和程度有影

響—這方面相當之因人和家庭而異。對於部份可能受家庭崗位影響而賭博的女性，適

當的舒緩和協助措施是有需要的。 

 

總體來說，沒有證據顯示賭博活動對家庭主婦或非家庭主婦的影響有大分別。然而，

綜合是次研究結果，若出現賭博問題，家庭主婦可能會因為接觸外界較少，所以對輔

導服務機構較少認知，而較難得到專業協助。 

 

5.4  女性賭博參與者的求助看法 

根據『電話訪問』和『焦點小組』，參與者都認為賭博對人有正面及負面的影響。正

面影響主要有學習、社交、放鬆娛樂和緩和厭煩，以致對家庭和金錢。而負面影響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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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包括家庭、人際關係、金錢、工作和賭博成癮，亦有情緒問題、誘發暴力或犯罪事

件和浪費時間(可參考章節 3.5 及 4.5)。值得注意的是，雖然『焦點小組』的結果顯示

賭博對家庭和金錢均有正面影響和負面影響，但比較少談及對家庭和金錢收益的正面

影響。負面影響總括來說除了輸錢所帶來的後果外，還有因賭博而疏忽各式重要角色

如母親和員工的當然責任 (如照顧子女、家務、工作等) 的不良後果，例如家庭關係變

差和失去工作，她們也因此認為負面的影響比正面的影響多。 

 

然而，雖然賭博有負面的效果，有多少人知道如何尋求協助呢？根據『電話訪問』，

不足半數的人聲稱有聽過澳門賭博輔導服務機構，但是最多受訪者知道的澳門賭博輔

導服務機構只是有三成人左右表示有認知(可參考章節 3.8)。『焦點小組』有不少參與

者表示不清楚澳門有賭博輔導服務機構(可參考章節 4.8.4)。故此，不少女性賭博參與

者不了解可到哪裡得到專業賭博輔導服務的協助。 

 

『焦點小組』的參與者普遍覺得問題賭徒需要家人、朋友和戒賭專業人仕的關心、情

緒支援和協助(可參考章節 4.8.2)。在促使賭徒求助方面，有參與者覺得賭徒與家人的

密切不分的關係(羈絆)是求助的動力；亦有意見認為舉辦戒賭活動也有助賭徒正視賭

博問題。在妨礙方面，賭徒都有頗強的自尊心，會怕被人看不起或標籤；而且亦有些

人懷疑戒賭服務的成效。幾乎所有參與者都認為賭博輔導服務的宣傳有改善空間，並

且有關的專業人才數量不足夠(可參考章節 4.8.3)。另外，根據『電話訪問』，9 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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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賭徒多不打算求助，半數受訪者覺得自己沒有大問題，亦不清楚賭博輔導服務機構

(可參考章節 3.8，圖 31 及 33)。 

 

5.5 加強協助女性賭博參與者 

根據是次研究的結果，建議主要有 2 部份(參閱第 6 章)，分別為減少女性賭博參與者

的賭博參與及早尋求專業協助。減少參與賭博可以借多元化活動、增設社區設施及宣

傳教育推動。而為了可以及早尋求專業協助，及早勸誘她們改變和尋求協助，可以加

強宣傳求助訊息，增加宣傳服務流程及保密措施如何實行，盡量減低可能出現的標籤

問題的憂慮等等。由於部份女性賭博參與者對求助輔導服務未有充份認識，而自我認

識中對問題賭博未覺嚴重，故未有相應求助動機及需要性，亦可能對輔導服務存在誤

解等，所以對流程方面的宣傳以及提升博彩企業對負責任博彩的宣傳對增加女性問題

賭徒的自覺以及求助動機很重要。 

 

5.6  後續研究及限制 

根據本研究的結果，我們建議將來可進一步研究有關改變一些女性博彩參與者的風險

因素之干預活動的成效，例如女性博彩參與者在接受輔導機構的個人或小組活動後對

賭博的認知及動機等改變。另外，任何研究均有其局限性，需加留意。首先，本研究

以電話調查方式進行，問卷長度不可避免地受到限制。這項研究中雖然已包括了經過

驗證的賭博動機(GMAB-Motive)、一般健康量表(GHQ)和賭博成癮量表(DSM-IV 的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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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成癮的診斷標準)，其他風險因素如家庭結構及角色只以可以用單項題目測量，有可

能因而影響部份研究結果的準確度及詮釋。第二，由於橫斷(cross-sectional)及觀察

性之研究設計，本研究未能測試變項之間的因果關係。此外， 最近才公佈 DSM -5 對

賭博成癮的診斷標準有所更新，但其中文版尚未制定，故需心理衛生專業人員採用標

準翻譯程序，並進一步收集澳門社區和臨床樣本之數據以測量其有效性和可靠性。最

後，雖然此研究的樣本對澳門成年女性博彩參與者有代表性，此樣本中僅有一小部份

是『可能成為問題/病態賭徒』，後續研究可嘗試收集較大的臨床的成癮樣本數據，以

作更有效評估澳門女性賭博成癮的風險及保護因素，及了解不同治療的成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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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章 建議 

6.1  減少參與賭博 

根據『電話訪問』，女性賭徒的賭博原因以社交和解悶為主。『焦點小組』討論亦發

現參與者認為賭博能夠填補空閒時間，尤其是小孩子上學後而丈夫不在家的空檔。她

們認為自己(或部份其他女性)比較容易互相影響，所以當有人建議去賭博時，便會一

起去。所以自然的，根據『電話訪問』，她們參與的賭博類型亦以社交性強的麻雀為

主。『焦點小組』參與者認為家庭主婦和賭場工作的女性在這方面有較高的風險。 

 

6.1.1 以多元化活動作替代 

推動多元化活動：可深化推動婦女多參與社區內的文娛、康體或社會服務等活動，尤

其是義務工作。然而，受制於家庭崗位工作如接送上學時間及融入社區程度等因素，

很多時候推動活動也未必有很多人參與。考慮到不少『焦點小組』參與者提及去娛樂

場可能只為冷氣、表演、飲食、門票等「好處」，各機構及活動的參與者如果能有一

些跨機構性並按參與程度來儲存的點數來換取一些優惠(如大型活動的優先席或贊助機

構的禮品)，可能會有效地增加婦女參與這些較健康的文娛康體活動的動機，也符合心

理學的操作制約作用所建議的增加正面行為可能性之方法。另外，家庭/家人為女性參

與者遠離賭博的助力及拉力因素，社區活動可以“家庭”及“親子”的形式舉行，讓

家庭及親子共同參與，亦有助增加婦女參與這些較健康的文娛康體活動的興趣和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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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義務工作：按心理學的自我感知(self perception)理論和認知不協調(cognitive 

dissonance)理論，曾經身體力行的經驗對自身的遊說效果遠勝於他人的千言萬言。在

活動中能夠多鼓勵參與者介紹他人加入，或在活動的內容和安排上容許更多參與者幫

忙籌措工作(例如攤位)，讓參加者不單更有滿足感，亦有更強的動機持續參與。因此，

在最理想的情況下，如果讓參加者成為幫忙籌措防治賭博問題活動的義務工作者，她

們將來參與賭博活動的機會將會大大降低。當然，從參與者到義務工作者的過程應是

循序漸進的。 

 

家庭教育活動: 相對其他範疇，澳門女性賭徒較擔心賭博對家庭生活的影響。賭博輔

導機構因而可加以配合，在防治宣傳上宜強調賭博對整體家庭生活帶來壞多於好影響，

鼓勵健康的家庭活動代替家中的社交賭博，家中長輩如父母應以身作則，減少參與賭

博。事實上，根據『電話訪問』，有超過三分一受訪者最通常和家人和親戚一起參與

賭博。而且，雖然比較多澳門男高中生指第一次賭博是和朋友一起，澳門女高中生多

表示第一次賭博是和家人一起參與的(Tong, Wu & Tao, 2013)。 

 

6.1.2 社區設施 

社區設施：對於沒有時間或興趣參與較長期性及系統性的文娛康體活動的婦女來說，

可以提供多一點家居附近的活動或休憩地點。綜合調查的發現，受訪女性的空閒時間

較多者(例如家務時間較短或沒有正職者)的緩和厭煩賭博動機，社交賭博動機亦較強，

提供多一點家居附近的活動或休憩地點亦不失為降低她們以參與賭博來緩和厭煩的方

法。澳門地少人多，適合餘暇活動的地點不多，而能減少有空閒時間的婦女去賭博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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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刺激或解悶的活動或休憩地點可能更不足夠。根據『電話訪問』，感覺尋求是社交

和緩和厭煩外的澳門女性賭徒的主要賭博動機，而『焦點小組』的參與者多表示追求

勝利瞬間的刺激感覺。所以專為婦女而設的社區活動場所亦可考慮增加一些能夠提供

刺激感的設備(例如電子遊樂設備、盤上遊戲如大富翁、保齡球等)或活動(例如社區卡

拉 OK 歌唱比賽)，作為一個替代賭博的方案。 

 

娛樂場附近的設施：對於一些自控力不高的賭博參與者，在娛樂場附近經過便可能產

生賭博的衝動。因此，若在主要娛樂場附近有提供負責任博彩資訊的設施如大型宣傳

海報及“負責任博彩資訊亭”等，甚至一些有一定程度刺激性的活動設施(例如有關問

題賭博的盤上遊戲或有獎問答之遊戲攤位)，可能可以稍微減低問題或病態賭博的產生。 

 

6.1.3 學校教育 

教育公眾問題賭博的成因和後果：根據『電話訪問』，有些女性賭博參與者明顯不清

楚賭博的負面影響，其中有問題及病態賭徒甚至仍未查察覺賭博對其生活各方面的隱

患。因此，在防治賭博的宣傳訊息內必須建立市民對賭博的正確觀念，例如消遣或社

交不一定要去賭博，而賭博是有機會令任何參與者上癮的，雖然她們的賭博動機可能

不同。要留意的是，「社交賭博」和澳門女性賭徒的問題及病態賭博相關，而事實上，

『電話訪問』中的『可能成為病態賭徒』的主要賭博動機正是「社交賭博」。另外，

根據『電話訪問』，有超過六成多的受訪者表示是在 24 歲或以下作其第一次賭博，

而其中近兩成未滿 18 歲便開始第一次賭博，而有五至六成的可能成為問題或病態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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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也表示是在 24 歲或以下作其第一次賭博。大學、高中甚至初中的宣傳教育工作可

能較為重要，必須改變年輕人對賭博有良好社交功能的錯誤觀感。 

 

6.1.4 主婦為特定對象 

『電話訪問』和『焦點小組』的結果顯示，有些有賭博問題的女性最初是為社交娛樂

及解悶而賭博，對賭博的負面影響並不清楚或不以為然，但漸漸地不自覺地染上賭癮

而不自知。由於賭博問題會隨時間惡化，如果賭博參與者普遍知道沉迷賭博的徵兆，

便有可能在問題惡化前先尋求協助。防治賭博的宣傳訊息須為特定對象而設，例如根

據『電話訪問』結果，澳門中年女性及家庭主婦相對有較大的賭博問題。而根據『焦

點小組』結果顯示，有些澳門女性賭博參與者對賭博持正面觀感(如社交功能)，尋求

協助的方法亦不了解。因此，防治賭博宣傳應該強調賭博帶來(特別是對其家庭及子女)

的嚴重後果，並提供更多有關尋求協助的資訊。此外，邀請已戒賭的女性現身說法，

分享過往沉迷賭博和戒除賭癮的個人經驗，證明賭博問題是有辦法可解的，亦是提高

對賭博問題的認知和尋求協助動力有效的手法。 

 

6.1.5 公眾教育 

透過不同信息渠道去教育有關問題或病態賭博的特徵對公眾（包括非賭徒）很重要，

使公眾能在早期便察覺親人或朋友的問題或病態賭博行為模式而盡早勸籲他們尋求協

助。特別是女性賭徒方面，由於她們有一定數量是全職家庭主婦，專業輔導人士平常

不太容易接觸及評估她們的需要，家人和朋友的幫忙是很重要。我們建議學校、公營

機構以至企業(包括各博彩企業)定期安排簡易的培訓，以教導員工以至高中生如何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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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及辨識家人或朋友的問題賭博行為，並指導她們如何游說家人或朋友尋求協助，以

家人或朋輩身份在社區中協助發現「隱性」問題或病態賭徒及其潛在問題，有助有關

機構及早對應，防範於未然，亦可將負面的禍害減輕。 

 

6.2  及早尋求專業協助 

6.2.1 加強宣傳求助訊息 

根據澳門的問題賭博盛行率和賭博輔導服務機構的個案統計，有不少病態賭博的「隱

性」個案。那些家庭獨自承擔心理及財政困擾，並沒有獲得專業協助，而問題亦可能

隨時日加深，故有必要推動及鼓勵她們及家人去及早和主動求助。『電話訪問』和

『焦點小組』的結果揭示其一原因為認知不足。在『焦點小組』參與者不能夠正確指

出輔導服務機構及聯絡方法。顯然，女性賭博者對各輔導服務機構的認知非常有限，

她們自然亦不會去發出求助訊息。故此，各輔導服務機構及其服務所運用的宣傳求助

訊息的渠道和手法十分重要。 

 

『焦點小組』中有受訪者記得在公共汽車見過宣傳，但賭客可能是坐娛樂場提供的交

通公具以及娛樂場內，所以賭場博企亦可以擔當重要角色提高有需要女性的求助動機。

深化負責任博彩行為及措施對博企的持續發展及潛在的求助者都有的好處。例如在更

多場所張貼及擺放相關輔導機構的宣傳品及「自我隔離」表格，提供說明，增加負責

任博彩宣傳措施，認識賭博的宣傳角等，亦是有助女性賭博者學懂求助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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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標籤問題 

『焦點小組』參與者十分關心尋求協助可能產生的標籤效果。澳門地少人多，到那裡

都難免遇到熟人，因此輔導服務機構的選址十分重要。『焦點小組』參與者提出明目

張膽式的賭博輔導活動或機構名稱亦有可能會嚇怕有心求助的女性賭博參與者，而

「綜合服務機構」的設立可減低被標籤的憂慮。相關機構可能在私隱保障(包括宣傳各

項保障私隱的措施如私隱保證書)、活動名稱、宣傳內容等方面要作多斟酌，盡量去標

籤化並以較正面定位各輔導活動及服務。互聯網平台(例如實時對話)或電話平台對於

關注標籤問題的求助者亦是一個較安心的選擇，可考慮作為初步診斷及資料或服務提

供的渠道。 

 

6.2.3 輔導程序的透明度 

未到過輔導服務機構求助的人根本不知道有那裡有什麼人，什麼環境，有什麼申請程

序，甚至連門口有沒有護衛都很擔心。對一些人來說，輔導機構的環境和人物本身就

是一個很大的壓力源，不是每一個人都能克服。若宣傳服務時亦有介紹環境，申請輔

導的流程及輔導服務的流程、身份的保密安排(包括在機構內是否可以避免遇到認識的

人，僱主或家人會否被通知等)、和是否可以中途退出服務等等資訊，那麼尋求協助的

阻力應該可以減少。在電視或政府機關播放的宣傳短片形式可能有助提供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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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問卷正文部份 (省略【追問】或【跳題】等等指示；省略【不清楚】及【拒答】選項) 

Q1 「請問你係幾多歲左右第一次參與賭博活動呢？唔理係同朋友家人打牌，買六合彩、

網上賭博或者係賭場玩都好，總之有計錢嘅都算。」 

Q2 「請問你有無打算喺未來六個月內參與賭博？」 

1 完全無打算   3 有啲打算 

2 無乜打算   4 正有此打算 

Q3 「請問你喺過去十二個月內參與過邊啲賭博活動呢 ？」 

1 同親戚朋友賭博(例如玩啤牌、麻雀等) 

  a「請問你平均每月用幾多錢呢(只計本金)？」___澳門元 

b「請問你平均每月參與幾多次呢 ？」 ________次 

2 向澳門賽馬會投注賽馬 

  a「請問你平均每月用幾多錢呢(只計本金)？」___澳門元 

b「請問你平均每月參與幾多次呢 ？」 ________次 

3 向澳門彩票公司投注足球/籃球賽果 

  a「請問你平均每月用幾多錢呢(只計本金)？」___澳門元 

b「請問你平均每月參與幾多次呢 ？」 ________次 

4 投注外圍波/外圍馬 

  a「請問你平均每月用幾多錢呢(只計本金)？」___澳門元 

b「請問你平均每月參與幾多次呢 ？」 ________次 

5 買香港「六合彩」 

  a「請問你平均每月用幾多錢呢(只計本金)？」___澳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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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請問你平均每月參與幾多次呢 ？」 ________次 

6 去角子(老虎)機場(例如摩卡)落注 

  a「請問你平均每月用幾多錢呢(只計本金)？」___澳門元 

b「請問你平均每月參與幾多次呢 ？」 ________次 

7 去賭場落注  

  a「請問你平均每月用幾多錢呢(只計本金)？」___澳門元 

b「請問你平均每月參與幾多次呢 ？」 ________次 

8 喺網上賭博 

  a「請問你平均每月用幾多錢呢(只計本金)？」___澳門元 

b「請問你平均每月參與幾多次呢 ？」 ________次 

c「請問係邊一種類型嘅網上賭博呢？」【可多選】 

   1 啤牌  2 麻雀  3 賽馬  4 足球  5 籃球 

   6 角子  7 網上賭場 8 賽狗  9 其他 

 9 白鴿票 

  a「請問你平均每月用幾多錢呢(只計本金)？」___澳門元 

b「請問你平均每月參與幾多次呢 ？」 ________次 

10 麻雀檔 

  a「請問你平均每月用幾多錢呢(只計本金)？」___澳門元 

b「請問你平均每月參與幾多次呢 ？」 ________次 

11 其他 【請註明_________】 

  a「請問你平均每月用幾多錢呢(只計本金)？」___澳門元 

b「請問你平均每月參與幾多次呢 ？」 ________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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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 「請問你喺過去十二個月內最通常係同邊個一齊參與賭博活動呢？」 

【回應為6-8者請確認係否鄰居或同事】 

1 自己一個去賭  6 朋友 (非鄰居或同事) 

2 屋企人   7 相識但不相熟嘅人(非鄰居或同事) 

3 親戚   8 不認識嘅人(非鄰居或同事) 

4 鄰居  

5 同事   

Q5 「我地想知道你點解參與賭博活動，請問你係唔係同意a至p呢？」 

1 非常不同意  4 同意 

2 不同意   5 非常同意 

3 一般 

 

a 你賭係因為贏錢很威風 

b 你係為左學會不同遊戲嘅玩法而賭博 

c 你賭係因為可以見下啲朋友 

d 賭博使你快樂、興奮同刺激 

e 你賭係因為可以同啲朋友一齊 

f 你因為有嘢想買，所以參與賭博 

g 賭博可以降低你嘅壓力 

h  你係為左消磨時間而參與賭博 

i 因為派彩多所以先至去賭 

j 你想透過賭博去實現自己嘅理想 

k 你賭係因為你想贏一些錢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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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你係為左輕鬆一下而賭 

m 賭博可以令你學多一啲 

n 你賭嘅原因係你想證明自己係專家 

o 因為你覺得無聊，所以參與賭博 

p 你賭博是為想贏回輸掉的錢 

 

Q6 「請問你覺得你參與賭博活動，對你嘅 a至f 有無影響？」【讀出1-5】 

1 非常正面嘅影響   4 有啲負面嘅影響 

2 有啲正面嘅影響   5 非常負面嘅影響 

3 無影響    

 a 家庭生活 

 b 社交生活 

 c 工作情況 【若無工作，選不適用】 

 d 處理家務情況【若不用處理家務，選不適用】 

 e 個人經濟狀況 

f 家庭經濟狀況 

 

Q7 「請問你家人知不知道你賭錢呢？」 

 1 知道  

2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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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8 「我地希望了解一下你嘅屋企概況，請問你嘅婚姻狀況係…？」 

 1 未婚    5 離婚 

 2 已婚    6 配偶死亡或失散 

3 同居    

 4 分居     

  

Q9 「不包括家傭，連埋你喺內，你屋企總共有幾多個人喺度住呢？」 ______________人 

 

Q10 【只問非獨居者】「包括啲乜嘢人呢？」【可多選】 

 1 自己∕配偶嘅父母  6 孫∕外孫     

 2 自己∕配偶嘅兄弟姊妹  7  自己∕配偶嘅祖∕外祖父母 

 3 配偶    8  其他親戚 

 4 子女    9 其他人（非親戚） 

 5 媳婦∕女婿    

 

 

Q11   【只問非獨居者】「請問屋企有乜嘢家務係主要由你去做嘅呢？」【可多選】 

 1 清潔 (包括洗衫洗碗)  6 購物  

 2 煮飯    7 修繕家居 

 3 照料小孩   8 其他【請註明____________】 

4 照料長者    

5 照料其他屋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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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2 【只問非獨居者】「請問你每日約花幾多小時左右處理家務呢？」______小時  

   

Q13 【只問非獨居者】「請問你認為你喺屋企受唔受重視呢？」【讀出 1-5】 

 1 十分不受重視  4 受重視 

 2 不受重視  5 十分受重視 

 3 一般  

 

Q14 「我地想了解你最近一個月嘅健康情形。請喺以下每項問題嘅四種答案中選出你認為

最能表達你健康情況嘅答案。請問你最近會唔會 a 至 l 。」 

1 從不    3 有時 

2 偶爾    4 經常  

a 能夠專心做事？ 

b 因擔憂而失眠？ 

c 覺得自己喺各方面擔當有用嘅角色？ 

d 覺得自己有能力對事情做決策？ 

e 一直處於緊張嘅狀態？ 

f 覺得無法克服困難？ 

g 覺得日常生活有趣味？ 

h 能夠勇敢面對問題？ 

i 覺得不快樂同埋憂鬱？ 

j 對自己失去信心？ 

k 覺得自己無用？ 

l 大致上感到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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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5 「整體嚟講，最近一個月，你覺得你嘅身體狀況有幾健康呢？」 

 1  非常不健康  4  健康 

 2  不健康   5  非常健康 

 3  一般 

  

Q16 「如果你努力去嘗試的話，必能把困難解決。」 

1 非常不同意  4 同意 

2 不同意   5 非常同意 

3 一般 

 

Q17 「我地希望知道以下關於賭博嘅情況有無發生過喺你身上，嗰啲問題對社工局規劃未

來服務好有幫助。我地收取嘅資料係不記名而且係絕對保密嘅。請問你有無試過 a至 

j  。」【不用讀出選項】 

0 無 1 有   

a   腦海裏面充滿著關於賭博的事情（例如常常回想過往的賭博經驗、賭博的障礙、

計劃下一次賭博嘅活動或構想方法去找賭本） 

b 需要越來越多嘅金錢嚟賭博先至能夠達到滿足追求刺激嘅慾望 

c 重覆地去控制、減少或停止賭博，但都失敗 

d 當嘗試減少或停止賭博時，有不自在或不耐煩嘅感覺 

e   透過賭博嚟逃避問題或用嚟平伏一些負面情緒（如無助感、內疚、焦慮和抑鬱） 

f 當賭輸左金錢後，時常回到當日輸嘅地方要贏回所失去嘅金錢 

g 對家人、社工/輔導員及其他人隱瞞自己賭博嘅程度 

h 曾參與非法勾當，例如偽造文件或簽名、詐騙、偷竊或盜用公款嚟支付賭博嘅

開支 

i 因賭博而幾乎失去/已失去重要嘅關係、工作或升學/就業嘅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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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倚靠他人提供金錢，以減輕因賭博帶來嘅經濟絕境 

 

Q18 「請問你有無聽過澳門有邊幾間賭博輔導服務機構呢？」 

0 無 1 有  

 

a 「請問你聽過邊一個機構呢？」 

1 社會工作局志毅軒  

2 聖公會樂天倫賭博輔導暨健康家庭服務中心 

3 逸安病態賭徒輔導中心(逸安社)  

4 工業福音團契 

5 天主教美滿家庭協進會 

6 澳門循道衛理聯合教會社會服務處氹仔家庭成長軒 

7 澳門中華福音使命團(濠江軒)  

8 幸運博彩業職工總會 

9 博企之員工服務 

10 其他 【請註明____________】 

 

Q19 「請問你以前有無試過使用賭博輔導服務？包括打電話去戒賭熱線」 

1 有 2 無   

a 「請問係邊一個機構呢？」 

1 社會工作局志毅軒  

2 聖公會樂天倫賭博輔導暨健康家庭服務中心 

3 逸安病態賭徒輔導中心(逸安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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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工業福音團契 

5 天主教美滿家庭協進會 

6 澳門循道衛理聯合教會社會服務處氹仔家庭成長軒 

7 澳門中華福音使命團(濠江軒)  

8 幸運博彩業職工總會 

9 博企之員工服務 

10 其他 【請註明____________】 

 

Q20 【只問可能成為病態賭徒】「請問你有無打算使用賭博輔導服務呢？」 

1 完全無打算  3 有啲打算  

2 無乜打算  4 正有此打算  

a 【只問有打算使用賭博輔導服務者】「請問你首先會搵邊一個賭博輔導服務機

構幫手呢？」 

1 社會工作局志毅軒  

2 聖公會樂天倫賭博輔導暨健康家庭服務中心 

3 逸安病態賭徒輔導中心(逸安社)  

4 工業福音團契 

5 天主教美滿家庭協進會 

6 澳門循道衛理聯合教會社會服務處氹仔家庭成長軒 

7 澳門中華福音使命團(濠江軒)  

8 幸運博彩業職工總會 

9 博企之員工服務 

10 其他 【請註明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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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只問有打算使用賭博輔導服務者】「請問你覺得賭博輔導服務可以點樣幫到

你呢？」【回答「搵人傾吓」，追問傾什麼】 

 1 認識問題賭博 

 2 尋求情緒輔導 

 3 尋求財務輔導 

 4 尋求金錢協助(例如協助還錢) 

 5 尋求人際關係輔導 

 6 學習處理賭博行為 

 7 可以幫助屋企人 

 8 可以幫助朋友 

9 其他 【請註明____________】 

c 【只問不打算使用賭博輔導服務者】「請問你不打算使用賭博輔導服務嘅原因

係？」 

 1 無賭博問題 

 2 賭博問題不嚴重 

3 不知道有關賭博輔導服務的資料 

4 不知道有什麼相關機構 

5 不知道如何聯繫相關機構 

6 不相信賭博輔導服務有助解決賭博問題 

7 無時間 

8 怕被他人標籤為有問題 

9 怕會影響前途 

10 怕會被人看輕 

11 怕資料外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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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焦點小組訪談大綱正文部份 

賭博概況和動機 

 1. 最近玩開乜嘢賭博活動？ 

 2. 有乜嘢因素或者動機吸引到你玩呢啲活動？呢個活動有乜嘢係你最鐘意嘅？佢

俾到乜嘢你？ 

 3. 有乜嘢因素或者動機令你一路持續呢啲活動(一路玩落去)？ 

賭博後果 

 4. 你覺得參與賭博活動，令你有乜嘢得著呢？咁又有無令你需要付出啲乜嘢呢？ 

 5. 你覺得參與賭博活動，對你生活有乜嘢影響呢？【如無提及家庭或工作，追問

家庭及工作】 

對問題賭博的觀點 

 6. 你覺得點樣先至算係問題或病態賭博？ 

 7. 你認為問題或病態賭博嘅成因係咩呢？有無一啲原因同女性嘅生活狀況有關呢

(例如家庭)？ 

對求助的觀點 

 8. 你認為問題或病態賭徒需要乜嘢嘅協助？可以點樣得到呢啲協助呢？ 

 9. 你認為有乜嘢原因會促使一啲有需要嘅人尋求協助(尤其係女性)？咁又有乜嘢

因素妨礙咗有需要嘅人(尤其係女性)求助呢？ 

10.  如有需要，你會建議有需要嘅人搵邊個機構尋求協助？原因係咩呢？ 

總結 


